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工程学 现代农业科技 2019年第 6期

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益评价
2.1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的评价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查、邀请专家来对评价
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再对每一个专家的权重加权取平均
数，得到权重的估算值。
2.2 依安县农业废弃物效益评价
2.2.1 生态效益评价。根据依安县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可以
得出，农业废弃物转化效益指标隶属矩阵为{0.2，0.7，0.1}，权
重为 0.3；污染物排放限制指标隶属矩阵为{0.5，0.5，0}，权重
为 0.2；生态旅游管理指标隶属矩阵为{0.3，0.6，0.1}，权重为
0.25；减少资源消耗指标隶属矩阵为{0，0.8，0.2}，权重为 0.25。
代入模糊层次模型的生态效益评价矩阵：

Ab1=[0.30 0.20 0.25 0.25]

0.2 0.7 0.1
0.5 0.5 0
0.3 0.6 0.1
0 0.8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235 0.660 0.22]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断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生态效益为一般。
2.2.2 经济效益评价。根据依安县产沼气总量以及利用效率，
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投资收益率为 0.08，介于一
般和差之间，因而好的隶属度为 0，一般的隶属度为（0.10-
0.08）/（0.10-0.075）=0.8，差的隶属度为（0.08-0.075）/（0.10-
0.075）=0.2，可知投资收益率的隶属矩阵为{0，0.8，0.2}，权重
为 0.3。根据依安县的实际情况，得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成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隶属矩阵为{0，0.6，0.4}，权重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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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依安县农作物秸秆资源存量估算

作物种类 产量/万 t 草谷比 年秸秆产量/万 t 标准煤能转化系数 标准煤 TCE 单位产气量/m3·kg-1 沼气/m3

水稻 18.64 0.90 16.78 0.43 72 154 0.022 3 691 600
玉米 98.78 1.25 123.48 0.75 926 100 0.022 27 165 600
大豆 7.64 1.60 12.22 0.54 65 988 0.022 2 688 400
薯类 13.13 0.50 6.57 0.50 32 850 0.022 1 445 400
总计 138.19 159.05 1 097 092 34 991 000

表 2 2017 年依安县畜禽粪便存量估算

品种 数量
万头（只）

年排泄量
t 回收系数 可回收粪便量

t
干物质
比例

干物质量
t

标准煤能值
系数

标准煤
TCE

单位产气量
m3·kg-1

沼气
m3

猪 58.68 61 889.8 1.0 61 889.8 20 12 377.96 0.429 5 310.14 0.05 3 094 490
牛 8.00 87 600.0 0.6 52 560.0 18 9 460.80 0.471 4 456.04 0.03 1 576 800
鹅 400.00 21 000.0 0.6 12 600.0 80 10 080.00 0.643 6 481.44 0.09 1 134 000
鸡 221.00 6 961.5 0.6 4 176.9 80 3 341.52 0.643 2 148.60 0.09 375 920
总计 177 451.3 131 226.7 35 260.28 18 396.22 6 18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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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依安县作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查和已有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研究区域农业废弃物资源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依
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依安县农业废弃物量较大，具有较强的利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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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经济中，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是可持续发展和循环
经济的体现和应用，减少废弃物的产量需要遵循“3R”原则，
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1]。本文
以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为例，研究区域农业废弃物的存量，通
过现有方法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益进行分析，以了
解其应用潜力。
1 依安县废弃物存量估算
1.1 估算方法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源，结合国内外农作物草谷比与禽

畜粪便废弃物排放估算参数对依安县废弃物存量进行估
算，通过查阅相关农业废弃物与标准煤、农业废弃物与沼气
之间的能值转换系数对能源转化量进行估算。
1.2 农业废弃物估算
1.2.1 秸秆资源存量估算。依安县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
大豆、马铃薯等。秸秆资源量的估算一般可以根据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和该种农作物的草谷比计算，农作物的草谷比是农
作物秸秆的发生量与作物产量之间的比例，不同地区、不同
农作物可能略有差异[2]，具体见表 1。

1.2.2 禽畜粪便量估算。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依安县主要
畜禽为猪、牛、鹅、蛋鸡。由于不同种类的畜禽饲养周期不
同，如猪的平均饲养周期一般是 199 d，因而猪的饲养周数

就是当年的出栏数；牛、羊的生长期一般较长，为 365 d，故
当年出栏较少，只计算其年末数。此外，排粪尿量的估算要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进行计算[3-4]，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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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后，依安县农户收入水平的差别
度为 1.27，介于好与一般之间。代入模糊层次模型得到经济
效益评价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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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0.69 在一般的评价等级上，判断

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经济效益一般。
2.2.3 社会效益评价。根据实际情况得到依安县就业问题
的隶属矩阵为{0.4，0.5，0.1}，权重为 0.6；城乡收入差距隶属
矩阵为{0.6，0.4，0}，权重为 0.4。代入模糊层次模型的社会效
益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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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断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社会效益好。
2.2.4 综合效益评价。根据以上的计算得到依安县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生态效益指标隶属矩阵为{0.235，0.66，0.105}，
权重为 0.4；经济效益指标隶属矩阵为{0.09，0.69，0.22}权重
为 0.35；社会效益指标隶属矩阵为{0.48，0.46，0.06}，权重为
0.25。计算得到综合评价的矩阵为：

A=[0.40 0.3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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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断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效率为一般。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依安县农业废弃物量较大，由于
各种原因这些资源未被完全利用，但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
3.2 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依安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较客观，但无法用经济收入衡量。政府应加
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力度，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示
范项目，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推广。
针对依安县现有的企业示范单位和技术便利条件，依安县
政府应增加企业压块补贴和秸秆制作生物菌肥、沤肥补贴。

依安县秸秆综合利用收获晚、还田腐熟时间短，因而农
户不愿意配合还田。因此，需要引导农户加入，加强对农户
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识。
此外，企业应该加快完善设备和技术，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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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板复合工艺的问题、秸秆收储的机械问题等加强技术研发
与创新，探索建立简便高效的农作制度、栽培模式，以提高
秸秆利用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要与大专院校、重点企业和
科研院所共同合作，整合科技资源，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和设备，重点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为湖南省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提供技术支撑[13]。
3.3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对作物秸秆资源的认识

农作物秸秆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既有一定的经
济价值，也有长期的社会价值。政府部门应利用新闻媒介举
办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落实招商、签约、推介项目任
务。政府农业部门可举办秸秆综合利用讲座，对各地秸秆综
合利用的先进典型经验和做法进行展示，使农民认识到农作
物秸秆的利用价值。此外，干部可组织农户到秸秆利用效益
好的种植大户或者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实现用技术指导群
众、用效益吸引群众，逐步提高全社会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识。
3.4 建立健全的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

加强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各市、州根据不同区
域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特点、主要农作物秸秆产
量等，建设规范的农作物秸秆标准化收储点。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农作物秸秆收储运销，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组建专业化
的秸秆收储运销机构，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农户参与、市场
化运作、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干的农作物秸

秆收储运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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