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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源

关于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问题的思考

现代农业以大量化肥代替原有农家有机肥的使用，打

破了传统农业中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形成了大量的农业废

弃物，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问题。我国

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因此，把数量巨大的农

业废弃物加以充分开发利用，变废为宝，不仅可以产生巨

大的经济效益，还会产生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一、农业废弃物的相关概念界定：

１．农业废弃物的内涵：

农业废弃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包括牧、渔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动物类残余废弃物，农林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植物残余类废弃物，农村城镇生活垃圾和农业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加工类残余废弃物等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

的有机类物质。
２．农业废弃物的构成：

我国农业废弃物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养殖业废

弃物、种植业废弃物、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加工业废弃物。
养殖业废弃物包括畜禽粪便和栏圈垫物等；种植业废弃物、
包括农田和果园残留物，如作物的秸秆、蔬菜的残体或果

树的枝条、落叶、果实外壳等种植业废弃物；农村生活垃

圾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废弃物，如人粪尿和生活垃圾等；农

业加工业废弃物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后的剩余物。
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内涵：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指通过一整套废物综合利

用技术，使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再生利用成为连接农业生产

不同环节的纽带，从而把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完整而协调的大农业生产系统，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问题，已成为当今农业与农村可持

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必要性

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需要

循环经济在广大农村的应用广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途径。循环农

业战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

能的一种技术手段，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与生

态工程学的有机结合，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战略。循环农

业，其基本原则之一是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

化”原则。
２．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对节能减排具有巨大贡献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控制了农村面源污染、有利于

节能减排，为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机会，能够增加农

民收入，使家家户户都能从农业循环经济中获得利益。
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对低碳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低碳经济的核心思路是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

品”生产体系，实现“资源–产品–废弃资源再生利用–循

环利用”的生产体系。它和循环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三、我国农业废弃物的现状及资源化存在的问题

１．我国农业废弃物的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废弃物产出量最大的国家，每年大约

产出４０多亿吨，农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为７．０亿吨，其中稻

草２．３亿吨，玉米秸秆２．２亿吨，豆类和杂粮作物秸秆１亿吨，

花生、薯类藤蔓和甜菜叶等蔬菜残体１．８亿吨；畜禽粪便年

（沈阳师范大学 实验教学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农业环境污染是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实践表明，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改
善农村环境、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农业废弃物的内涵、特点和分类的分析，阐述了我国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必要性，介绍了国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成功经验，进而对我国农业废弃物的资
源化利用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当前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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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约为２６．１亿吨，其中牛粪１２．７亿吨，猪粪４．７亿吨，羊

粪５．４亿吨，家禽粪３．３亿吨，乡镇生活垃圾和人粪便２．５亿

吨；肉类加工和农作物加工废弃物１．５亿吨，林业废弃物０．５
亿吨；其他类有机废弃物约有０．５亿吨，约合７亿吨的标准

煤，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这些废弃

物以年５％～１０％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农业废弃物产生量将超过５０亿吨，其

中秸秆将达到９．５亿～１１亿吨，畜禽粪便将达到４１亿吨。如

果把这些农业废弃物随意丢弃或者排放到环境中，不能被作

为资源利用，将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

物污染，将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危害，值得重视。
２．当前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存在的问题

（１） 农业废弃物粗放低效利用且闲置状况严重

秸秆是农作物收获后的副产品，其含有大量的有机碳和

各种营养物质，是重要的有机肥资源。秸秆一直作为农民的

燃料，这种无度的焚烧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损坏了土壤

的墒情，且部分地块已由于秸秆的集中燃烧而造成土壤有机

质的大量流失，土壤结构的破坏。畜禽粪便不经处理直接回

归到田里，就会污染周边的水域、土壤等环境，导致农副产

品产量和品质下降，影响人体健康。根据有关部门分析，鸡

鸭粪便中含有粗蛋白２８％～３１．３％，还含有一定的钙、磷等

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在第一次利用中没有发挥作用，需

要循环利用。
（２） 资源化循环利用的全民意识有待于树立

由于农民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固有的社会生

活环境，固有的落后思想根基以及固有的生产氛围，导致了

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识不足。当

前，全社会都很重视可持续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显得越

来越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树立资源化循环利用的全民意

识，这样才能真正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落到实处，彻底改善

我们的生态环境。
（３）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与产业化水平滞后

目前大部分地区已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传统，可是新

技术很少，原有的堆肥技术、沼气技术等传统技术几乎没有

发展，仅有的技术还没有知识产权和推广价值。国外的先进

技术不能完全掌握，不清楚农业废弃物产品开发的主攻方

向，导致农业废弃物的价值不能充分发挥，资源化的最终目

标难以实现。技术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废弃物的有

效利用；如废弃物气化中的焦油问题、高效生物有机肥工业

化生产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及国产化问题、废弃物饲料的

优化配制等。
（４） 资金不足一直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制约因素

有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好的项目之所以

难以上马，就是因为前期投入大，资金难以解决。由于农业

废弃物处理费用较高，资金显得不足。现阶段，对农民来说

农业废弃物处理的一次性投资成本太高，农民不能靠自己解

决资金问题，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本

来就很困难，无力承担这沉重的成本负担。财政的支撑不

足，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也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先进

的技术得不到应用和推广，导致废弃物的资源化在低水平上

重复，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
四、国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始终是与废弃物管理和环境保护联

系在一起的。首先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立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的是德国。它于１９９６年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

法》。因此，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循环经

济也被称为废弃物利用经济。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国外就已经开始研究农业废弃物等畜

禽粪便的开发问题，在５０年代以前，各国的绝大多数的畜禽

粪便都以传统的固态粪方式进行收集贮存，并作为肥料施入

地内。６０年代以后，开始大量采用水力清除的方法处理畜禽

粪便，形成了大容量的液态粪，这大大增加了施入农田的运

输负荷，许多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干预和限制，并通过立

法进行规范化管理。到６０年代中后期，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无

害化处理技术已基本成熟，先进国家开始推行畜禽养殖清洁

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下面介绍国外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成功的经验：

１．美国

首先，美国通过立法管理和防治养殖业污染。美国通过

立法把养殖业划分点源性污染和非点源性污染进行分类管

理，明确规定超过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场建场必须报批，获

得环境许可，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其次，美国还通过农牧结合来化解养殖业的污染问题。

美国的养殖业规模决定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养殖业与种植

业之间在饲草、饲料、肥料３个物质经济体系形成相互促进、
相互协调的关系，养殖场的动物粪便或通过输送管道或直接

干燥固化成有机肥归还农田，从种植制度安排到生产、销售

等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视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紧密联系，这种做

法既避免了环境污染又提高了土壤的肥力，可谓双赢。
２．加拿大

加拿大有严格的立法管理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加拿

大政府制定了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技术规范，畜禽养殖场

必须按畜禽养殖业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养殖场的环境进行管

理。加拿大要求养殖场必须有充足的土地对畜禽粪便在规定

的面积范围内消化，并要求在一定的土地范围内使用完。加

拿大对养殖业污染的治理以畜禽粪便的土地消化利用为主，

不允许将畜禽养殖场污水排放到河流中。若畜禽养殖场违反

规范要求，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将依据加拿大环境保护部门

的《联邦渔业法》及本省有关法规的有关条款，对其进行严

格处罚。
此外，日本、英国、丹麦等发达国家以及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的

各种管理措施。比如丹麦政府规定了每公顷土地可容纳的粪

便量，确定畜禽最高密度指标；并要求在冻土或被雪覆盖的

土地上不得施用粪便，每个农场的储粪能力要达到储纳９个

月的产粪量。实践证明，以上这些国家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策略很有成效。
五、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措施

１．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识

更新观念，强化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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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等途径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农户中的接受

度，充分认识到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价

值，认识到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的重要手段。首先，政府部门应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农

业规划，定期举办农业循环经济知识培训和辅导讲座。其

次，利用农村公示墙，宣传农业循环经济，提高农户对农业

循环经济的认识。再次，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典

型，宣传其先进经验，发挥其“示范效应”，带动农户的积

极性。
２．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信贷等政策支持体系

我国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进展缓慢，成效低下，政

府要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技术研发经费给予法律保障，加

大资金投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制订激励、税收、补

助、低息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３．加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化进程

在农村，构建企业型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实现生态经

济的双重高效产出成为各地探索实践的重点。目前我国从事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大型企业较少，需要政府扶持一批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龙头企业，延长农业

产业链；与此同时，应鼓励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直接投资，努

力拓宽农业废弃物资源开发利用的融资渠道。
４．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创新、示范与推广

建立健全技术推广、实用人才支撑体系。通过各种途径

积极做好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技术人员要做好指导与咨询

工作，为农户提供及时、科学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要做

好农户的技术培训工作，例如沼气模式中的沼气池建造、沼

气使用等技术需要在农户中进行推广，对农户进行培训，使

农户掌握基本的应急措施。
目前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方面还存在许多技术难题，许

多技术还不成熟，经济效益不高；缺乏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

无害化示范基地和成功案例；技术推广体系还没有真正建

立。因此，更要加强示范、推广应用以及发展引导工作，培

养更多技术人员，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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