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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是控制农业污染、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采用 SWOT
分析方法，针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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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ources utilization of crop stalk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the agricultural pollution，develop ecological agriculture，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is paper，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traw resources were analyzed in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WOT analysis．Finally，many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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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通常是指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棉花、
甘蔗和其他作物在收获籽实后剩余的部分，是一种具有多种

用途的可再生生物资源［1］。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
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和各类替代原料的应用，加上秸秆资源化

利用成本高、经济性差、产业化程度低等原因，农村开始出现

秸秆过剩，违规焚烧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浪费资源、污染环

境，而且严重威胁交通运输安全［2］。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

用是控制农业污染、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改善农村环境、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有些地区已经形成多种形

式的秸秆资源化利用途径［4］。该研究利用战略管理学中的

态势分析方法( SWOT) ，列举秸秆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主要

优势( strength) 、劣势( weakness) 、机遇( opportunity) 和挑战

( threat) ［5］，从中找出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有利的因素以及不

利的问题，提出进一步促进我国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建议。
1 我国秸秆资源化利用途径和现状

当前，秸秆利用以秸秆焚烧、秸秆还田、工业原料、气态

燃料、液态燃料、发电、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肥料、饲料养畜、
基料养菇等为主。还田是目前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主要形式，

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和燃料化是目前秸秆资源综

合利用的主要方式［6］。
据调 查 统 计，2015 年 全 国 作 物 秸 秆 理 论 资 源 量 为

10．4 亿 t，可收集资源量约 9 亿 t，利用量约 7．2 亿 t，秸秆综合

利用比达到 80．1%。其中肥料占 43．2%，饲料占 18．8%，燃料

占11．4%，原料占 2．7%，基料占 4．0%［7］。
2 秸秆资源化利用的 SWOT 分析

2．1 优势分析 秸秆是农作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生物

资源，农业生产生物质资源量中近一半养分存储在作物秸秆

中［8］。我国秸秆资源丰富，资源化利用潜力和空间巨大。随

着国家政策导向和农民意识的提高，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已经

在有些地方有效开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2．2 劣势分析

2．2．1 利用方式规模小，经济效益差。目前推行的秸秆能源

化、工业原料化、基料化、肥料化利用，企业利用方式较为原

始，规模偏小，经济效益差。现有大部分秸秆能源化利用企

业主要开展小锅炉改造、秸秆发电等综合利用项目，或因成

本太高，或因利用量太少，尚不能大规模利用秸秆。
2．2．2 还田成本高，缺乏技术指导。秸秆全量还田，须配置

大功率农业机械，目前的财政补贴难以完全抵消秸秆还田对

机手作业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由于农户分散经营，田块较

小，不利于大中型秸秆还田机田间作业，降低作业效率。同

时，技术人员缺乏，使得技术推广受到制约，秸秆还田不彻底

导致还田后难腐解，出现还田地块出苗率低、作物生长缓慢

甚至减产等现象。
2．2．3 建立秸秆收集和储运系统难度较大。秸秆产生时间

主要集中在 5—6 月和 10—11 月，快速收集、处理秸秆时间

短，劳动强度大。秸秆堆积密度远低于木质材料，长距离运

输不仅效率低且成本高。若要集中处置，需有堆场等配套设

施。目前，很多地方秸秆收集、储运网络还未完全形成，对秸

秆实现产业化利用形成约束。
2．2．4 政府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实现秸秆资源

化利用，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和政策倾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

量开展综合利用，最终形成市场化利用机制。有些地方虽然

制订了一些秸秆资源化利用优惠政策，但政策的覆盖面还不

够宽，利益激励机制不够健全，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企业、农
户的积极性不高。
2．2．5 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力度不足。一方面，无法提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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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技术应用规模较小，适宜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型

化、实用化技术缺乏，技术集成组合不够。
2．3 机遇分析

2．3．1 发展现代农业为秸秆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坚持绿色发展，加快转变农业增长

方式，发展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

济。秸秆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是一种宝

贵的生物质资源，可用作肥料、饲料等多种途径，有利于缓解

资源短缺的矛盾问题，对于促进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

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3．2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提出更迫切的

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

村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

大农村生态环境的整治和建设力度，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有助于

促进节能减排，创建绿色城镇、美丽乡村，实现资源的循环利

用，改善农村环境质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挑战分析

2．4．1 秸秆回收物流系统亟待构建。目前，秸秆综合利用存

在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过剩等问题，要降低秸秆收集、贮
存和运输成本，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率，急需建立一个有效

的秸秆回收物流系统。该系统既可以消除农民为抢农时播

种焚烧秸秆，又可以作为秸秆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的载体，从

而推进秸秆回收处理产业化的形成。
2．4．2 秸秆资源化利用规模亟待扩大。秸秆资源化利用规

模应满足秸秆产出量的实际处理需求，秸秆还田是秸秆资源

化利用的有效途径，还田规模的扩大受机械成本、农田分散、
农村交通等因素的制约; 同时还面临经济效益、政策扶持、技
术集成创新等方面的挑战。
3 对策与建议

3．1 全力推广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 充分利用各地对秸秆

还田机具购置补贴等财政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大中型拖

拉机、大型还田机等秸秆综合利用机具的补贴力度，并对基

层组织、村民购买机械进行补助，科学调优秸秆还田机具结

构，同时积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体制，通过加快土地

流转来推进农场规模化，提高机械化还田的作业效率。层层

开展技术培训，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机插秧技术和稻秸

秆机械化还田配套三麦机直播技术。同时，健全维修服务体

系，搞好秸秆还田后的农艺技术指导，提供全程技术服务，提

高技术到位率。
3．2 积极推进秸秆产业化利用模式 产业化是推进秸秆资

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建议进一步提升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产

业化水平，帮助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规模化、组织化程

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产业化龙头组织; 通过提供好的

市场环境引导驱动秸秆的产业化利用，促进“龙头企业+经济

合作组织+农户”模式的形成，拉长产业链条，实现秸秆效益

的多次增值。同时，建议在秸秆资源可获得性较高的地区优

先开展秸秆资源产业化试点工作，积极建设秸秆资源化利用

专业村。

3．3 加快秸秆收贮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 应加快建立

秸秆收贮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村( 社区) 建立秸秆

收贮专业队伍，设立固定秸秆堆场和秸秆临时堆放点，各镇

( 街、区) 建立秸秆转运队伍，将分散在田地的剩余秸秆收集

后集中堆放; 鼓励发展秸秆经纪人队伍，形成较为完善的秸

秆收贮体系; 建议建立完善秸秆资源回收的信息收集与发布

平台，实施信息共享工程，保障秸秆资源回收、加工利用等相

关企业供需平衡，提升秸秆回收物流系统的运营效率; 建议

进一步加快农村道路建设，促进农村秸秆资源回收通道的完

善，同时进行秸秆资源分类与处置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以此为基础的政府主导下的秸秆资源第三方委托回收物

流与处置体系，推进秸秆资源回收物流产业化发展。
3．4 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和鼓励政策 政府应制定

切实可行的鼓励政策，加大并扎实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补

贴政策。针对秸秆回收利用的不同环节和用途，制定和完善

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充分调动市场对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积极性，可采取协调银行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用地优惠

或无偿用地、工业用电改为农业用电等措施。通过积极调整

燃料结构，逐步淘汰燃煤锅炉，同时加大环保专项资金的补

贴力度，鼓励秸秆颗粒燃料的使用。
3．5 积极支持秸秆资源化利用装备与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加大科技投入，组建秸秆资源化利用技

术研发、推广中心，着力解决秸秆转化利用中的共性和实用

技术难题，通过技术的集成创新，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

与装备研发; 应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培训，提高基

层推广人员的技术能力，促进技术确实有效地为农民所用;

通过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的建设，加强技术示范，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的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就业、致富。
3．6 进一步加大政府宣传力度 建议发挥新闻媒体对秸秆

资源化利用的舆论引导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科普宣

传。主要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好处，焚烧秸秆带来的危

害，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禁烧活动落到实处，切实

把秸秆综合利用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宣传形式除做

到“报纸有文，电台有声，电视有影”外，还应采用流动宣传

车、村庄宣传栏、影前宣传、文娱演出等各种让群众喜闻乐见

的面对面宣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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