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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黑龙江省的秸秆生物质能资源极其丰富，然而每年利用率却不乐观，农民大多采取就地焚烧方式处理秸秆，
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引发了雾霾等环境问题。以农作物秸秆产业化模式为研究视角，在比较产业化模式作用机
理的基础上，分析了秸秆资源化进程与各模式的内在契合点，并对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一、黑龙江省农作物秸轩资源化现状

 黑龙江省作为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巨大，其副产品作物秸秆资源量也非常可观。其中哈尔滨市、绥化市及农垦系
统的秸秆产量约占全省2/3，玉米、水稻及大豆3种主要作物秸秆产量约占全省秸秆总产量的93%。水稻秸秆分布于黑
龙江省各地，种植水稻万公顷以上市县近40个，形成稻谷秸秆生产集中区。近年来，黑龙江省挖掘资源潜力、因地制
宜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利用技术。在秸秆资源利用方面采用燃烧发电、固化
成型、生产燃料乙醇、复合板材、秸秆造纸，饲料加工等方式，这些方式在黑龙江省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
而言，秸秆资源利用仍处于初级粗放阶段，以能源化发电利用及肥料化还田利用为主，饲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潜力较大
，基料化利用处于起步阶段；同时，黑龙江省缺乏有效的秸秆回收物流体系，深度开发力度不足，从而造成秸秆资源
产业化发展缓慢，无法在短期内完全遏制秸秆焚烧现象。

 二、黑龙江省农作物秸轩资源化发展方式及其特点

 （一）燃料处理方式

 燃烧发电是秸秆利用的基本形式，现已趋于成熟。秸秆燃料转化技术主要包括高效燃烧、固化成型和混合发电。秸
秆固化成型需要通过专用设备将粉碎的秸秆压缩为棒状、块状或颗粒状等成型燃料，其热效高，可提高其运输及贮存
能力，但要求度高，工艺技术成熟度有待提高。燃烧发电是将秸秆直接燃烧或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混合燃
烧或气化为可燃气体，进而驱动蒸汽轮机发电，此项技术可有效节省化石燃料用量，提高生物质能源利用率，目前已
形成较为成熟的秸秆生物质发电技术路线。该种方式对于秸秆资源取材要求度低，但是需要将各地秸秆加以回收，由
于秸秆所占空间大，分布分散，而且生产具有季节性，在运输和储存上有一定难度。

 （二）饲料加工方式

 粗饲料加工主要是将农作物秸秆进行粉碎，用作饲料。目前包括物理加工、化学处理和微生物处理三种方法。物理
方法适用于任何种类的粗饲料，操作简单，在生产中常见且已经成熟；化学和生物方法主要用于小麦、水稻、玉米秸
杆等，其难度高，但提高了秸秆饲料的适口性、营养价值和消化率，且宜长期贮存，从而使其产品附加值得到提高。
在秸秆饲料化方面，其中秸秆饲料转化是其系统核心技术，秸秆的收储运是系统实施保障。

 （三）秸秆精加工方式

 秸秆精加工技术是在对秸秆原料进行分类粗加工的基础上，加人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成果，对产品进行精加工，以
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为企业创造新的盈利点。秸秆精加工技术根据作用转化对象分为清洁制浆技术、
复合材料生产技术和农用材料配制技术。适合于资金雄厚且注重创新研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黑龙江省已有多
家秸秆板材企业，一批秸秆手工艺品生产企业也已出现。

 三、秸轩产业化模式分析

 （一）农业产业化模式概述

 目前农业产业化主流模式有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三种模式都对农业产业化发展
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们的联结机制、组织核心、适用条件以及优劣势却存在差异。

 1.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该模式利用龙头企业的影响力、经济实力来带动农业的产业化流程。生产前，龙头企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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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生产数量、质量、价格及其波动幅度等与农户协商并签订合同；生产时，农户根据合同组织农作物生产；生
产后，龙头企业按照合同将所需标的物回收，利用自身优势对农产品进行精加工，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创造新的盈利
点。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化模式的主体主要是龙头企业和农户，两者围绕农作物如何生产、生产多少进行合作，农户
主要是负责订单式生产，提供初级农产品，而龙头企业则需要发挥巨大的作用，包括农产品的收集、运输、存储、加
工、销售、售后服务等。这种模式对龙头企业的业务能力和经营实力要求很高，双方都按所签订的合同履行义务和享
受权利。这种模式中，由于龙头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对农户的要求不高，适用于产品取材要求度低或者是刚刚起
步发展的产业。

 2.中介组织带动型模式。该模式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增加了一个主体，即中介组织，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他们是作为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一个桥梁而存在的，起到了沟通农户和龙头企业的作用。中介作为连接公司与农
户的桥梁，通过提供生产技术、农资供应、政策信息传递等统一的服务，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降
低了企业的直接监督成本。这种模式具体可分为三大流程：生产前，中介组织分别和农户及龙头企业签订合同，并且
按照生产要求将具体生产任务分配落实到个体农户；生产时，农户自行按照合同生产，而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则给
予技术方面的支持；生产后，中介组织进行农产品的收购存储，再转手给龙头企业，由龙头企业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
及销售。中介组织带动型产业化模式，关键是中介组织，可以概括为“3+2+1”，即三个主体：农户、中介组织、龙
头企业；两份合同：农户与中介组织签订合同，龙头企业与中介组织签订合同；一个对象：农作物秸秆。可见，这种
模式下中介组织是核心，因此对中介组织要求比较高。一般在商业经济发达，企业竞争激烈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龙头
企业的垄断力较弱，而各种中介组织较多，因此中介组织能够发挥较大的影响，各种中介组织能够很好地联结好龙头
企业与农户，使供给和需求很好地对接。这种类型的产业模式，优势在于中介组织能够全方位地考虑龙头企业和农户
两方面的诉求，更好地为农产品生产销售服务，适合于产品取材有一定要求、而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的企业。

 3.合作社一体化模式。农业合作社是由农户自愿结成的经济组织，该组织与农户建立紧密联系的利益联结机制，为
农户提供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仓储以及相关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等，能够做到“利润共
享，风险共担”农户以资金和劳动人股，实现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积极性。该模式运
作具体分为三大流程：生产前，由资金雄厚的企业投资人股建立合作社；生产时，合作社统一组织农作物生产并进行
技术指导和培训；生产后，合作社对产品进行升级、进一步深加工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将农产品统
一销售给市场零售企业，由零售企业进行市场零售。该模式的优势是从生产到销售，全部由农户做决策，能够最大限
度地保证农户的利益，刺激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适合于发展阶段性时间长，已经趋于成熟的行业或者是附加值高的产
业。

 （二）秸秆产业化模式分析

 在秸秆燃料化阶段，企业只需收集秸秆资源即可，维系其生产的动力，考虑到秸秆资源的储运难度大，企业可以建
立秸秆资源大型储运仓，并在周围配套回收站点，这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企业只需要与农户订立契约关系，农户则
负责订单式生产并到期交货。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正好与之相吻合，企业负责产供销，农户负责订单式生产，双方通过
契约实现了各自的利益。

 秸秆饲料化和加工制造品方面，需要一个中介组织跟企业磋商，了解其取材要求，同时组织安排农户生产并进行管
理，给予其一定的技术指导；而工艺制作品所需劳动力多，需要参与者掌握一定的加工工艺，需要将有一定学习能力
的农户集中起来，进行指导，同时调动职工积极性，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农业合作社实行资本、劳动联合机
制，引导农户参股，极大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

 综上，对比秸秆资源化过程以及产业化模式特点，经过变形，可以得到综合性的产业化模式，可概括为“4+3+1”
即四个主体：农户、合作社、中介组织、龙头企业；三份合同：农户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合作社与中介组织签订合同
，中介组织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一个对象：农作物秸秆。农户自行组织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和秸秆收集，并进行
技术指导；中介组织负责与企业沟通，了解其需求，同时按照合同要求组织秸秆的运输和存储，龙头企业则依靠其雄
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以及强大的营销网络，进行秸秆精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与售后服务。

 通过上述合作，企业减少了一个中间环节，市场交易成本降低，通过纵向交接，水平联合，农户可获得的利益也相
应增加，产品的竞争优势也增加了；而企业则只负责精加工、销售、售后服务，这就降低了对其综合实力的资金要求
，同时也避免了龙头企业强势而导致的农户没有议价权的局面。这一综合性的秸秆资源产业化发展模式，很好地适应
了秸秆资源化的不同阶段要求，同时使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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