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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我省秸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在最大程度利用秸秆资源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通过查阅文献、调

查、交流等形式对吉林省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秸秆情况进行了调研，了解了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和加工产业链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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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recycling of straw resources in our province to maximize the use of straw
resources while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rough consulting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situation of straw in different areas of east, middle and west of Jilin Province was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straw collec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were understoo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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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以玉米、

水稻、大豆等为优势农作物，产量位居全国的前

列，具有庞大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年产量达 4 000
万 t，拥有发展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的巨大空

间 [1]。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与养殖场（户）、

相关秸秆企业交流等形式对我省东、中、西部不

同地区秸秆情况进行调研。了解了农作物秸秆资

源收集、贮存、运输、加工产业链现状及秸秆资源

化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 2023年主要农作物

秸秆资源量进行估算，探讨玉米秸秆利用的有效

途径和有效方式并提出对策，为相关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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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

1 吉林省农作物秸秆收集、贮存、运

输、加工产业链现状

1.1 农作物秸秆资源量

随着吉林省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粮食总产

量在增加，粮食作物秸秆资源量也在增加。秸秆

资源量是通过草谷比和秸秆收集系数来估算的。

随着作物新品种定向培育和栽培技术的不断提

高，草谷比等系数发生明显变化，作物秸秆可收

集系数由作物收割时的茬深决定，不同地区和作

物种类的草谷比和可收集系数存在明显差异。根

据吉林省的实际情况，2022-2023年秸秆资源量

估算采用吉林省农作物草谷比和秸秆收集系数的

依据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村能源与生态研究

所祝延立等 [2]利用田间测定方法，对全省不同作

物的秸秆资源量及地理分布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

算，并对其草谷比数据进行了校准，包括玉米、水

稻、花生、大豆等作物。主要作物草谷比和秸秆

收集系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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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作物草谷比与秸秆收集系数

作物

玉米

水稻

大豆

草谷比

0.89
1.03
1.06

收集系数

0.90
0.83
0.85

吉林省农作物秸秆资源的主要来源是玉米、

水稻、大豆三大作物。玉米秸秆占 79.36%，水稻

秸秆占 18.55%，大豆秸秆占 2.0%。2023年主要农

作物秸秆产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增加，玉米、水稻、大

豆秸秆理论产量分别为 3 004.91万 t、702.51万 t和
78.92万 t，可收集秸秆量为 2 704.42万 t、580.08万 t
和 67.08万 t。2022年秸秆理论产量分别为 2 899.49
万 t、701.33万 t、74.20万 t，可收集秸秆量为 2 609.54
万 t、582.10万 t、63.33万 t，2022-2023年主要农作

物秸秆资源量见表 2。
表 2 2022-2023年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量

年份

2023年

2022年

数据来源：吉林省科技厅“秸秆资源化利用助力生态强省建设的对策研究”项目调研数据

作物

玉米

水稻

大豆

玉米

水稻

大豆

面积/万hm2
454.43
82.88
32.88
446.94
83.32
30.99

总产量/万 t
3 376.30
682.05
74.45
3 257.85
680.90
70.00

理论产量/万 t
3 004.91
702.51
78.92
2 899.49
701.33
74.20

可收集秸秆量/万 t
2 704.42
580.08
67.08
2 609.54
582.10
63.33

粮食产量与农作物秸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

相关关系。从吉林省各市州粮食产量情况可以看

出农作物秸秆资源分布的状况。2023年吉林省

粮食总产量排序为：长春、松原、白城、四平、吉

林、延边州、辽源、通化、梅河口、白山。长春地区

主要是榆树市、农安县、公主岭市、德惠市、九台

区、双阳区和长春市区；松原地区主要是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扶余市、长岭县、乾安县和宁

江区；白城地区主要是洮南市、镇赉县、洮北区、

通榆县和大安市；四平地区主要是梨树县、双辽市、

伊通满族自治县和四平市区；吉林地区主要是舒兰

市、磐石市、桦甸市、吉林市区、蛟河市和永吉县等。

2023年吉林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82.56万 hm2，

2023年粮食产量 4 186.5万 t，比 2022年粮食产量

4 080.8万 t增加了 2.59%。玉米种植呈现中、西部

高，东部低的“两高一低”特征。

1.2 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加工产业链及资源化

利用产业现状

1.2.1 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加工的现状

吉林省每年生产农作物秸秆 4 000万 t，其中

玉米秸秆约 3 000万 t，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农

作物秸秆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质资源，“用则利，弃

则害”[3]。目前收获秸秆采用捡拾打捆、揉搓加

工，不但浪费资源、增加人工成本，还存在着秸秆

中掺杂泥土、石块以及污染物等问题。由于农作

物秸秆的收贮时间集中、数量庞大，造成在短时

间内要完成秸秆资源收集、运输、贮存困难较多。

目前各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办法，有的地区采

取就地消化，有的地区以外运为主。

吉林省中部地区秸秆加工企业发展较早，逐步

形成了有效利用秸秆资源的规模化，技术与其他地

区比较相对成熟。近年来，省政府相继出台了扶持

秸秆资源化产业发展的多项政策，如：对创新科研项

目给予低碳能源示范建设资金支持；对秸秆收集、贮

存、初加工等给予扶持；对农机购置补贴范围扩大到

加工设备、秸秆收集打捆机具等，并在重点区域试点

引进先进的秸秆处理技术和设备。

1.2.2 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现状

我省秸秆利用主要存在市场自主运作能力不

强，秸秆资源化产业资源利用技术仍存在技术标

准和规范不清晰，部分生产工艺关键技术相对薄

弱，产业链条尚未形成完整，收贮、运输等薄弱环

节和高端龙头企业扶持政策仍有待完善 [4]，农民

和企业直接受益政策不多，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等问题。秸秆由最初的焚烧到打捆出售、资源利

用的过程，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秸秆经纪人”。“秸

秆经纪人”的发展，加速秸秆资源利用实现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多方共赢。

目前，我省秸秆加工企业大部分依赖财政扶

持，缺乏独立经营实力和吸引资金的能力，资金

投入主要集中在资源富集地区。在 2014年《吉林

省秸秆资源调查评估报告》中的调查测算，秸秆

用于家庭燃用占 58.04%，废弃焚烧占 23.2%，饲料

占 10.5%，直接还田作肥料占 4.03%，生物质发电

占 3.5%，造纸工业原料占 0.693%，食用菌基料占

0.032%。家庭燃料和废弃焚烧占比高达 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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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吉林省的秸秆利用大部分停留在最传统的利

用方式上 [5]。近年来，我省实施“草变肉”工程项

目，促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

绩。秸秆青贮窖收贮能力提升，机械比例提高，

但仍存在秸秆资源利用率较低的问题。2019年
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

方案，加大力度发展草饲畜牧业，完善“企业+农
户”的经营模式，饲料使用量达 740万 t，利用率约

为 18%。2021年全省各地秸秆可收集总量达 4 400
多万 t，可收贮数量 1 200多万 t。全省加工秸秆饲

料企业达到 474家，其中 1万 t以上，含 1万 t的加

工企业数为 114个，1万 t以下加工企业数为 360
个。2022年完成秸秆饲料化利用 1 642万 t，占秸

秆总量的 41%，过半的秸秆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

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加工企业投

入高、产出低、效益低，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产业链条。政府、企业、农户三类主体不能融合

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

2 秸秆资源化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

规模优势

因为秸秆资源占地面积大，利用企业缺少贮藏

场地，如果采取租赁、田间堆放的贮藏方式，使得秸

秆成本增加。另外因玉米秸秆含水量较高，收获后

打捆、堆垛易发霉，需要对其采取防雨、防潮等措

施，会造成贮藏和保存困难。目前，我省的秸秆资

源利用处于起步阶段，比较分散、利用的方式不够

多样，产业化规模没有形成，现有的先进技术还没

有得到普及和应用，仍有待于发展。

2.2 秸秆资源利用附加值低，规模化水平不高

以农业为主的秸秆资源利用附加值低、生产

分散，收集、贮存、运输的费用过高。我省开展秸

秆收购的成本主要为：秸秆 200元/t、贮存 60元/t、
运输 30元/t，秸秆收购总成本为 290元/t。由于成

本高，企业原料供应不稳定，影响企业发展。许

多企业处于小规模、低水平生产状态，导致秸秆

资源利用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实现规模化，亟待提

高产业化水平。

2.3 农户处理秸秆成本过高，对秸秆焚烧管理规

定有不同看法

由于作物秸秆蓬松造成体积大；水分多造成

收集、贮存、运输及加工的时令性强；缺乏收割

机、打捆机等配套设备，收集、贮存、运输及市场

服务体系还未健全，对产业化发展形成制约。农

民外出打工日薪普遍 120元以上。而 100 hm2的

秸秆处理需要 7.5个工作日，农村劳动力每天的净

工资按 120元计，共需支付 900元的工资才能处理

完。秸秆处理成本较高造成农民积极性不足，对

秸秆焚烧管理规定有意见。

2.4 科研与企业结合不够紧密，政策扶持机制还

需完善与监管

玉米秸秆是十分宝贵的资源，每年用于畜牧

饲料的秸秆只占总产量的 10%左右。玉米秸秆

作为草食家畜的粗饲料主要来源，因其营养价值

低影响了利用 [6]。在改善玉米秸秆营养价值等方

面的研究，企业和科研合作不够多，合理的利益

共享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政策方面缺乏对秸秆可

持续利用的激励措施，秸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

市场化利用。鼓励机制、政策引导机制等秸秆资

源利用有效机制有待建立。对政策扶持的实施情

况要加强监管和巡查，保障扶持政策落实到位，

提高对秸秆利用的积极性。

3 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3.1 推进秸秆饲料加工利用

吉林省农作物秸秆资源量大，将秸秆资源转

化为饲料利用具有很大的潜力 [7]。农作物秸秆饲

料经过综合处理可以显著提高秸秆饲料的营养价

值和利用率，尤其是发酵菌种技术的应用推动了

秸秆饲料的应用 [8]。成熟玉米的秸秆质地十分坚

硬，营养价值不高，因此饲料化利用时用全株玉

米青贮为首选。在种植玉米时考虑畜牧饲用型品

种更有利于推进秸秆饲料加工利用 [9]。一是扶持

秸秆饲料加工企业发展，引导扶持兴办秸秆饲料

加工厂。二是在养殖规模村，建立以秸秆加工为

主的牧业合作社。三是加强技术宣传、引导，推

广成功案例和实用技术。推广诸如秸秆青贮、黄

贮、茎穗兼收、盐化、氨化、简易微贮等加工技术，

激发农户主动采用秸秆饲料的积极性。

3.2 推广以“中央厨房”模式为主的秸秆加工利

用中心

中央厨房模式是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商

业模式，将推动畜牧业产业升级和转型。核心在于

通过中央厨房实现产品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

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满足市场需求。通过集中采

购、集中加工、统一配送等方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计

划，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个性化食品的需求。

应推广建立统一收集秸秆、统一集中加工秸

秆、统一配送秸秆加工饲料产品的“中央厨房”模

式的秸秆加工利用中心；加强和鼓励以村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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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设“玉米秸秆加工利用中心”。在畜禽养殖

集中区域周边推广“中央厨房’模式，将秸秆加工

成反刍动物全价饲料产品，配送到养殖场（户），

既方便实用，又能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3 重视政策宣传，加大技术服务支持力度

农民真正认识到了秸秆资源利用的益处，并

掌握应用技术才能有动力指导具体行动。利用宣

传栏、电视广播、微博抖音等媒体手段以及专业

人员向农民推广和演示秸秆利用的技术规范和技

术方法，为后续推广利用赢得广泛支持奠定基

础 [10]。重视引导、落实秸秆产业的相关政策，提高

农户秸秆利用的主动性，有效提升农户参与意愿。

吉林省的玉米秸秆青贮、黄贮技术推广面虽然比较

大，但关键技术点有待加大力度培训。建立示范

点，以点带面，鼓励和支持技术人员到秸秆收贮和

饲喂现场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等服务。改变固有思

维和养殖习惯，提高养殖从业者的整体技术水平。

提高人们对秸秆资源利用的认识，完善当地秸秆收

储运体系建设，把秸秆当作资源来看待，进行统筹

规划，构建秸秆资源利用长效机制[11]。

3.4 健全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加工”服务体

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秸秆被打成方捆或者圆捆离田后，运往秸秆

贮存场地被充分利用。秸秆离田回收既减少了环

境污染，又提高了经济收入，可充分实现秸秆有

效利用 [12]。根据吉林省的秸秆产量、运输环境、市

场流通能力等特点，科学布局秸秆资源利用企业

和收贮场地，加快建设规范化的秸秆临时堆放

点、贮存点和秸秆转运中心，逐步建立覆盖全省

的秸秆收集转运体系。加大对秸秆收集、贮存、

运输、加工等环节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收

集、贮存、运输、加工各环节长期稳健发展。在产

品、设备、技术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3.5 破除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瓶颈，全面推动技

术革新与推广

强化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支撑，以省内外科

研院所为技术依托，追求相关技术创新发展，加大可

持续利用技术科研投入。如干玉米秸秆饲料化处理

技术应以改善营养价值、利于贮藏和运输为前提，力

求处理方法简便、效果切合实际。生物学处理干玉

米秸秆技术尚不成熟，不应刻意宣传和推广[13]。

借鉴和学习相关领域显著成果，再结合秸秆

处理方式与地域差异，建立具有针对性发展方向

的秸秆资源利用科技示范基地。重视农户对秸秆

处理技术的理解与掌握，全面推动技术革新与推

广，将新技术推广落地。

3.6 立足省情，打造秸秆资源化利用多元化新格局

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途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

利用率不高。秸秆作为饲料使用的约占 18%，不到

1/5[14]。在农业生产中，应充分重视秸秆的利用价

值，通过科学的利用方式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围绕秸秆“五

化”综合利用，避免秸秆资源利用方式单一化，逐步

向能源研发、原料开发为主的方向转变，构建以秸

秆转化成饲料、肥料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立足

省情，在政府、科研院校、企业和农户的共同努力

下，打造秸秆资源化利用多元化新格局，推动吉林

相应的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更加完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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