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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近年来，国家先后制定出台

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

见》《关于创新机制体制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

和农业绿色生态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蔬菜种植作为北京农业的传统产业，在农村经

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

径之一，在推进都市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表现出良好

的适应性和发展态势。大面积的蔬菜种植 ,丰富了

市民的菜篮子，满足了生活需求，但同时也产生大

量的蔬菜秸秆废弃物，据测算：每亩蔬菜大棚年产

废弃物（茎秆、烂果等）3t 左右，尾菜废弃物大量

堆积、乱堆乱倒、填埋等处理方式导致了周边生态

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和病虫害滋生，成为限制该产业

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北京市作为首都，在都市型

现代农业发展中，首要的问题是要做好农业废弃

物的全面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和清洁空气，在

“绿色北京、宜居城市”的目标定位下，破解蔬菜

尾菜循环利用这一难题成了北京市减少农业环境污

染，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重要切入点。

二、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情况

1. 技术需求与供给

（1） 技术需求 蔬菜尾菜是指蔬菜产品收获及

加工过程中丢弃的无商品价值的根、茎、叶、烂果

等。蔬菜尾菜处理是目前我国蔬菜清洁生产中的一

大难题，这些蔬菜尾菜分布广泛，含水率高，产生

期集中，堆放后极易造成环境污染，特别是在夏季

高温时期，容易腐烂，造成有害病原菌传播。

北京市是大城市小郊区的格局，农业的定位是

都市型现代农业。农业的经济功能不断向社会及生

态功能转变，为居民提供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功能已

经居于次要地位。在绿色北京、宜居城市的目标定

位下，必须解决农业废弃物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我市设施蔬菜种植产业不断发展，不可避免

的产生了大量的尾菜废弃物，必须得到有效处理。

（2）技术供给 近年来，环保政策愈发严格，

生态要求不断提高，为满足京郊蔬菜产业从业人

员对蔬菜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强烈需求，北京市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将蔬菜尾菜资源化利用

工作作为单位重点任务，统筹资源，集中突破技术

难点，探索建立适宜的蔬菜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

模式。一是建立产学研推协同工作平台，做好顶层

设计。依托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独有优势，充分

北京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示范与推广

○北京市农机试验鉴定推广站　滕  飞　熊  波　张  莉　李传友　李  震　刘京蕊

编者按 ：农作物主要废弃物处理利用事关农业清洁生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发展需要，社会舆论关注。近年来，各级农机部门和推广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

以良机、良法相结合，有力的推动了农作物主要废弃物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本刊编辑部选登一组各地在此项

工作中探索和实践的文章，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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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推广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联系各大科研

院所，以实际生产需求为根本，共同设计适宜北京

市农业发展特点的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二是

多方走访调研，学好先进经验。通过资料查阅、信

息查询等方式，了解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发展现状，

在初步筛选的基础上，选择与北京市生产条件相近

的典型区域进行走访调研，学习各地在尾菜资源化

利用工作中积累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技术研究

情况，赴各地高校、研究所、专业展会进行技术及

设备调研，筛选适宜北京地区应用的先进技术和

高效设备。

2. 技术推广情况

（1） 技术模式 在充分了解技术需求要点和全面

总结技术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农业机械试

验鉴定推广站结合北京市蔬菜生产特点，探索建

立了蔬菜尾菜有机肥加工技术模式，不仅可以实现

蔬菜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所生产出的有机肥还能

继续回用于农业生产，是一种实现农业种养加结合、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开展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

动方案》等政策的落地实施也具有重要作用。

该技术主要采用好氧堆肥技术，利用大型粉

碎机将蔬菜尾菜粉碎后，与牛羊粪便等畜禽粪污按

一定比例混合后联合堆肥，通过自走式翻堆机进行

抛翻，使有机物料在好氧条件下被微生物降解为有

机粗料，后经筛分装袋设备进行处理，最终生产

出生物商品有机肥料，回用于农田生产。产出的有

机肥料回用于农田生产，用来种植玉米、小麦、蔬

菜等农作物，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种养加循环发

展。

（2）技术应用情况 经过多年的培育扶持，目前

北京市已成功实现了蔬菜废弃物有机肥加工产业

化，顺义区、房山区、怀柔区、大兴区等京郊蔬菜

产区均投入应用了该技术模式，并配套相关扶持

政策，支持技术推广。其中顺义区全区、房山区的

平原地区、怀柔及大兴区的蔬菜主产区均已实现蔬

菜尾菜的全部收集加工，先后涌现出了“北京奥格

尼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丰泰民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永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一

批专业从事农业废弃物有机肥加工的企业，不断

推动整个生态循环产业蓬勃发展。

（3） 技术应用效益 一个年产 4万吨的有机肥加

工点，可年处理废弃物 4万吨，相当于1.3万亩设

施蔬菜所产生的废弃物。以有机肥加工企业每天加

工 200t 有机肥（含水率 30%）为例，可消纳蔬菜

废弃物 200t（含水 80%），干秸秆 30t（含水 10%），

牛粪 200t（含水 65%），同时根据需要添加腐殖酸、

微量元素等辅料。具体成本为如下。

拉运费	 200t 蔬菜废弃物用10t 的运输车拉运，

（因蔬菜废弃物较蓬松，满载后实际可运输 5t），

覆盖 5～20km 范围内的蔬菜园区。按平均距离

15km 计算，每天一辆车拉运 8 趟，需要5 辆，单

辆单次运输车租用费用120 元／次，共 5 辆合计

4800 元。每车配备1人，人工费共 750 元。该环

节成本合计 5550 元。

粉碎费	 每天蔬菜废弃物 200t，需要功率

140kW 的粉碎机 1台，实际生产按照每小时处理

25t 计算，每天作业时间需 8 小时，电价按照1元／

度计算，电费1120 元，需操作人员 3人，人工费

共 450 元。该环节成本1570 元。

生产加工费（条堆翻抛）	 一套翻倒设备，一天

可翻倒 2000t 左右的肥料，平均 2～3天翻倒一次，

共需翻倒10 次。每次翻倒需要作业人员3人，每

人每天 150 元，合计为 450 元；条堆翻抛机、铲车

设备费等设备共 120万，每天折旧费及易损件等费

用1000 元；翻堆机、铲车油耗每天 150L，油费约

900 元。据此合计每次翻倒 2000t 肥料的总费用为

2350 元，因此，平均每 200t 肥料，一次翻倒的成

本为 235元，一个发酵周期共 10 次翻倒的费用总

计为 2350 元。

原料费	 每加工 200t 有机肥，需要原料蔬菜

废弃物 200t（含水 80%）（无购买费用，仅收集拉

运费用，见前述内容），干秸秆 30t（300 元／t，价

格随季节变化浮动加大，取平均水平），畜禽粪便

200t（含水 65%）（90 元／t），共计 27000 元；每

生产1t 有机肥需要投入菌剂 30 元，共计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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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产1t 有机肥另需投入辅料（生化腐殖酸、微

量元素等）150 元，共计 30000 元。原料费用总计

为 63000 元。

后期包装成本费	 包括筛选装袋成套设备折旧

及维护费用、包装袋原料费用、肥料装车费用等，

合计约 62 元 /t。

据此计算出该技术生产出有机肥的总成本为

424.35 元 /t。按有机肥市场售价 600 元 /t 计算，

每生产1t 有机肥利润为 600-424.35=175.65元 /t。

3. 模式运行情况

（1）运行模式介绍 蔬菜尾菜收集拉运成本高、

难度大，尾菜需要经过较长路程的运输才能到达

处理企业，且蔬菜废弃物藤蔓缠绕现象普遍，体

积大、密度小、占用空间大，增加了收集运输成本。

同时因蔬菜种类繁多，各种蔬菜成熟时间不同，废

弃物集中产生的时间也较为分散，再次提高了收集

成本。因此，在处理技术明确的条件下，做好蔬菜

尾菜资源化利用工作，更关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能

动作用和政府扶持作用，建立可持续化运行模式。

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推广站根据北京市设施蔬菜产业的发展差异，分

别建立了区域化集中处理、区块化分散处理两种运

行模式，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尾菜收集处理的难题。

区域化集中处理模式 以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桥

梁，串联生产和加工两端，实现规模化区域内蔬菜

废弃物的全量化收集利用。模式主要以“生产者+

社会化服务组织 + 有机肥加工厂”为主要运行方

式，由社会化服务组织利用专业设备，将蔬菜烂叶

烂果和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收集拉运至有机肥

加工厂，加工厂负责将废弃物粉碎混合，再添加发

酵菌剂，搅拌后发酵，加工成有机肥，回用于农业

生产。

该模式重点针对种植园区较为分散的生产区

域，一是解决了生产端蔬菜尾菜的处理问题；二是

将蔬菜尾菜加工成有机肥，商品化生产产生效益，

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持续发展；三是社会化服务组织

和有机肥企业，既增加了服务组织的收入，又减少

了企业收集环节的投入，保障了企业稳定的原料来

源。

区块化分散处理模式 通过“区块布局、集中收

储、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方式，将整个农业

生产区分为若干个面积在 3～5千亩之间的小区域，

并选择几家具有规模化加工处理能力的种植园区，

建立集中处理点，配套生物质厢式快速制肥成套设

备，委托其进行本园区及覆盖周边园区的农业废弃

物的分捡收集及后续的处理加工作业。

该模式重点针对规模化种植园区较为集中的生

产区域，通过厢式快速处理设备的配套使用，解决

了本园区及周边蔬菜废弃物的处理难题，大大减少

了收集拉运距离，生产出的有机肥料还能继续回用

于周边园区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小区块内的资源自

循环体系。

（2） 配套政策分析	 蔬菜尾菜资源化利用是一

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的工作，直接效益低、过程

投入大，整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政策的扶持。

目前，北京市各蔬菜主产区均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特

点，制定了相应的扶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设备购置补贴、物化扶持等形式，加快了对蔬菜尾

菜资源化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顺义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	 区政府根据本区所

有镇当年蔬菜种植实有面积，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政

府购买服务，按每亩 2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补助

分为两部分：一是分捡运送补助，种植户将分捡

好的蔬菜尾菜从田间送到堆积点，按照实有蔬菜面

积直接补贴到镇政府，由镇政府落实到村，由村落

实到户，每亩补贴 40 元；拉运及粉碎补助，有机

肥生产企业负责将堆积点的尾菜清理收集，并拉

运至肥厂进行有机肥加工，补助费用为每亩 160 元，

按照实际作业面积直接补贴给有机肥生产企业。目

前，顺义全区所有蔬菜尾菜均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房山区产出物补贴政策	 房山区采取“以产促用”

的方式，对废弃物加工成的有机肥料进行定向补

贴，每吨有机肥财政补贴 625元，共补贴 1万吨有

机肥，免费置换给提供废弃物的农企和农户，继续

用于农业生产。按每收集 5t 废弃物可加工 1t 成品

有机肥计算，每年可消纳房山区 12 个平原地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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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共计 5 万吨农业废弃物（作物秸秆、蔬菜尾菜）。

大兴区物化扶持政策	 大兴区根据区域设施蔬

菜生产较为集中的特点，着重发展区块化分散收

集模式，将整个生产区域划分为若干小区块，在小

区块中配备快速发酵处理设备，用以消纳区块内的

尾菜废弃物，并将产出的有机肥料换用于区块内的

农业生产，从而实现小区块内的自循环。区政府通

过项目资金，购置专用设备，并免费配置到各区块

集中处理点，实现全区设施蔬菜尾菜的及时处理和

快速应用。

三、存在的问题

1. 政策机制不健全，缺乏长期的扶持政策	 主

要是缺少尾菜利用的持续性奖励、扶持政策。目

前，北京市虽然制订了有关尾菜利用优惠政策，但

大多通过一年期的专项资金进行扶持，未形成长期

的扶持补贴制度，社会资本投资秸秆开发利用的积

极性不高。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尾菜废弃物收

集加工成本不断上涨，既有政策逐渐难以适应技

术发展需求，而尾菜废弃物处理的价值更多地体

现在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其经济效益水平较低，

因此，适宜的政策扶持必不可少。	

2. 收贮运体系不健全，规模化利用水平低	 目前

北京市普遍存在收贮运困难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山

区、半山区地区，地块小、运输难，收集拉运的成

本更高，种植地块的分散也增加了处理单位的拉运

成本。同时，尾菜拉运至处理企业，需要适宜的

堆放场所，但日趋严厉的环保政策和土地政策限制

了尾菜堆积存放，导致企业无法大量消纳尾菜。运

输难和存放难导致了目前北京市从事尾菜利用的企

业规模小、效率低、设备简单、技术重复，最终体

现出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弱的问题，造成产品应

用量上不去，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效益，减少废弃物

收集数量，形成恶性循环。

四、建议

1. 优化扶持政策，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要注重

“顶层设计”，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

府要在明确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在尾菜资源化利用

中的任务和责任的基础上，加大尾菜利用补贴范围

和扶持力度。一是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对购置设备

给予补贴，将翻堆机、快速发酵设备等专用机械纳

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并加大补贴额度；二是对

开展尾菜收集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给予补助，鼓励发

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推行合作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服务组织从事尾菜收集服

务，鼓励其发展壮大；三是对从事尾菜处理的从业

者给予补贴，对尾菜利用工程的用水、用电、用气

等实行差别价格，如将尾菜利用企业用电纳入农用

电范畴，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同时补偿尾菜加工产

品，调动企业从事尾菜利用的积极性。

2. 鼓励规模经营，构建产业发展格局	 将尾菜

利用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通过借鉴外地成熟经验

和项目实施的成果，推进北京市尾菜资源化利用产

业发展。要鼓励、引导企业和农民依托运行机制

创新，以市场为导向，把与尾菜资源相关的各种原

料及加工产品的单独生产过程组建成相互衔接的

生态网络，逐步实现收贮、种植、养殖、产品加工、

科技服务各环节有机衔接，构建生态农业体系。最

终通过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增加尾菜处理效益，

促使整个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向规模化、

工厂化、商品化、多元化、标准化、高效化发展。

3. 示范典型模式，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第一，加快建立尾菜资源化利用模式示范点，

试验示范尾菜利用典型模式。以示范点为核心，因

地制宜地辐射推广尾菜资源化利用技术。各区针对

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最优技术模式，有组织地进

行技术培训和普及。例如，大兴规模种植园区较

为集中，适宜推广区块化分散收集的园区自循环模

式；顺义区设施种植面积大、区域广，适合推广区

域化集中收集的工厂化加工模式。

第二，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科技服务，依托已建立的技术示范点，积极宣传我

市尾菜利用技术模式，用技术指导群众，用示范带

动群众，用效益吸引群众，不断提高农民、农业合

作组织以及其它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

参与到尾菜资源化利用的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