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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全国秸秆堆沤肥料化利用量、秸秆新型能源化利用量、农户秸秆直接燃用量、秸秆新

型产业化利用量进行系统估算，并结合问题分析和发展需求，提出进一步提升我国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水

平的策略，以期为国家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决策支持。［方法］ 以全国“十二五”秸秆综合利用情况终期评

估结果为基础，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对全国秸秆离田利用量进行估算和分析。［结果］ ( 1 ) 2015
年，全国秸秆离田利用总量为 3. 46 亿 t，占全国秸秆已利用量的 47. 99% ; ( 2) 全国秸秆饲料化利用量为

1. 69 亿 t，占秸秆离田利用总量的 48. 84% ; ( 3) 全国秸秆堆肥利用量约为 1 400 万 t，其中工厂化堆肥利用

秸秆量约为 400 万 t; ( 4) 秸秆新型能源化利用量约为 2 000 万 ～ 2 400 万 t，农户直接燃用秸秆量约为 0. 85
亿 t; ( 5) 全国秸秆新能源、工厂化堆肥、原料化等新型产业利用量约为 0. 48 亿 ～ 0. 52 亿 t，占秸秆离田利

用总量的 12. 24% ～ 13. 37%。［结论］ 未来，我国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应建立新型的农牧结合制度和具有

中国特色的多元组合施肥制度，打造以废弃秸秆为主要消纳对象的秸秆产业化体系，并努力提高秸秆打包

离田机械作业质量和秸秆新型产业高值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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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业优先，多元利用”是我国农作物秸秆 ( 简称秸秆) 综合利用的重要指导原则。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 ( 国办发 ［2008］ 105 号) 、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 ( 原农

业部) 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 ( 2014—2015 年) 》 ( 发改

环资 ［2011］ 2615 号) 、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 ( 原农业部) 联合印发的 《关于编制 “十三五”秸秆

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 ( 发改办环资 ［2016］ 2504 号) 、农业农村部 《关于全面做好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的通知》 ( 农办科 ［2019］ 20 号) 等国家行政规范性文件，都将 “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

合利用产业化格局”确立为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总体发展目标。
在我国秸秆直接还田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如何有效地提高秸秆离田多元化、产业化、高值化利用水

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促进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减少秸秆

废弃和露天焚烧，同时缓解局部地区连续多年秸秆全量还田所带来的压力，已经成为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

现实需求。文章主要从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现状和构成分析入手，首先使人们对我国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

现实情景和不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进而结合问题分析和发展需求，提出进一步提升我国秸秆离田多元化

利用水平的策略，以期为国家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决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