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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我国有机肥产业目前发展的情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数据查找，系统分析了我国有机肥产业发

展的现状，包括有机肥的主要种类、生产原料、生产工艺、企业数量及分布状况以及市场规模、市场需

求，总结了我国目前有机肥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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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organic fertilizer industr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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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search and data sear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rganic 
fertilizer industry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ncluding the main types of organic fertilizers, raw 
materials,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s, market size and mar-
ket dem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ertilizer in-
dustry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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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肥通常是以作物秸秆、植物残体及人畜粪便等为原料，通过堆肥、沤肥等生产方式，通过除臭、

腐熟、发酵等工艺，使其具备安全的使用条件，主要作为土壤改良剂用于作物生长调节 [1]  [2]。有机肥中

的有机质含量高，含有作物生长的多种大量及微量元素，同时还含有氨基酸、蛋白质、胡敏酸等各类有

机养分，是重要的有机营养源 [3]。众多研究成果表明，有机肥对改良土壤微环境、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肥力及作物生长调节等方面均具有明显效果 [4]  [5]  [6]。我国有机肥施用过量，由于化肥不合理使用

造成了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板结等问题 [7]。由此可见，有机肥的施用是提高耕地土壤质量、促进化肥

减量化的有效措施。化肥治理、推广有机肥料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关注的环保生态行业之一，2022 年 6 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选择部分耕地酸化、

盐碱化较严重区域，试点集成推广施用土壤调理剂、绿肥还田、耕作压盐、增施有机肥等治理措施。通

过施用草木灰、叶面喷施、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等替代部分化肥投入，降低农民用肥成本”。目前国

内的有机肥行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有机肥料行业原料主要是有机废弃物。我国有机肥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不仅有粪尿类、堆沤肥类、

秸秆类、绿肥类、土杂肥类，还有饼肥类、海肥类、农用城镇废弃物类和沼气肥类等 [8]。据推算，我国

畜禽粪便资源量约 46 亿吨、秸秆类资源约 10 亿吨、绿肥约 1 亿多吨、饼肥资源 2000 多万吨，有机肥的

供应量充足。下游主要应用在农作物、植被、花卉种植、土质改良等行业。有机肥行业具有季节性和区

域性的特点，有机肥料一般根据下游种植产业的季节性变化而变化。种植业受季节变化较大，有机肥料

一般在种植期间施用，因此有机肥料在作物种植期间的销售情况较好，季节性差异较为明显。另外，受

经济、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有机肥料企业区域性分布差异较大，在我国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

和有机肥料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广东、江苏、福建和浙江，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环保

意识、相对成熟的技术支撑，并且当地政府出台了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政策促进有机肥料行业的发展；有

机肥料资源丰富地区，包括山东、河北等地，这些地区拥有众多的畜禽养殖场等有机肥料资源。 

2. 我国有机肥的企业现状 

2.1. 我国有机肥行业市场规模 

肥料作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举足轻重的生产资料，是农作物产量提高并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肥

料因为其所含养分含量较高、肥力见效迅速、对作物增产效果明显等原因，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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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目前，我国的化肥产出和消耗在全球均居于首位。在肥料的产量方面，现阶段的大部分肥料品种

开始出现生产过剩的状况。 
随着当前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需要转变思路，改变当前传统化肥生产使用居于

主导地位的现状，向有机肥料方向进行转变。因此，目前有机肥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模式。

据资料显示 [9]，2021 年我国有机肥行业市场规模为 1202 亿元，同比增长 9.1%。 

2.2. 我国有机肥行业的产需量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有机肥的产量及需求量不断增长。据相关资料显示，2021 年我国

有机肥产量为 1620 万吨，同比增长 3.8%，需求量为 1570 万吨，同比增长 3.6%。数据显示，2016~2020
年我国有机肥供需基本平衡，2021 年我国有机肥产量达 1620 万吨，需求达 1570 万吨。 

2.3. 有机肥的销售均价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张、产品品质的提升，有机肥行业市场价格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上升态势，近

几年走势较为平稳，2020 年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化肥价格下降，肥料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带

动了作为替代品的价格下降。2020 年，我国有机肥折纯价格市场均价约为 6460 元/吨。 

2.4. 我国有机肥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布情况 

随着有机肥料市场的消费升级，我国的有机肥料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场反馈较为明显的就是，

当前与有机肥料生产相关的企业数量得到了明显增加。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16~2020 年之间，每年

新增加与有机肥料相关的企业在 1 万家以上。企业数量的明显增加也反馈出了有机肥行业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且市场潜力很大。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 年、2022 年我国有机肥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分别为 4624
和 1771 家，增长速度减缓。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有机肥企业共有 119,928 家，其中山东、河北、广西、

新疆、河南等 19 个省份的有机肥企业数量均达到 3000 家以上。我国有机肥企业主要注册地分布见图 1。
从有机肥相关企业的分布来看，以蔬菜种植为主的山东省等地是有机肥使用的主要区域。而对于部分产

粮大省，如黑龙江等，则有机肥料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相对较少，仅为 0.29 万家。由此可见，有机肥的

主要使用范围为相对附加值较高的蔬菜等产品。 

3. 有机肥产业的生产现状 

3.1. 生产能力 

中国有机肥行业处于复苏阶段，参与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据数据显示 [2]，有

机无机复混肥为主营产品的生产企业占比为 52.4%，以精制有机肥、生物有机肥为主营产品的生产企业

占比分别为 35.0%、12.6%。其中，产能小于 2 万吨的企业占比最大，达 76.2%；产能达 2~10 万吨的企

业占比达 20%；产能大于 10 万吨的企业占比达 3.8%  [10]。 

3.2. 经营方式 

现阶段，中国主要有机肥企业生产的肥料大致可分为 3 种模式 [11]：一种是精制有机肥，主要为土壤

提供有机质和少量养分，是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的主要肥料，生产企业占 35%左右；第 2 种是有机

无机混合肥料，不仅有一定的有机质含量，而且营养成分含量相对较高，生产企业占 52%，是目前有机

肥企业主要的生产企业类型；第 3 种是生物有机肥，其中不仅含有高效有机质，还含有能提高土壤释放

养分能力的功能性细菌，生产企业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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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工艺情况 

 

(a) 条垛式堆肥发酵工艺 

 

(b) 发酵槽式堆肥发酵工艺 

 

(c) 反应器式堆肥发酵工艺 

Figure 1. Commonly used aerobic fermentation models in China 
图 1. 我国常用的好氧发酵模式 

 
目前国内最常用的有机肥好氧发酵工艺模式包括条垛式、槽式、反应器式和传统堆沤式发酵 [12] (图

1)。传统堆沤式发酵基本不经过处理，直接对粪便进行堆沤发酵，一般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在气温

低的季节需要时间更长。既占用场地，又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同时运输不便，有时候也不适合直

接施用于农作物之上。条垛式好氧发酵是典型的开放式好氧发酵，几乎对气体排放的没有控制，便于操

作，投资相对较少，但其运行简单，只适合土地充裕、远离居民区的畜禽养殖场。槽式好氧发酵一般在

长而窄“槽”内进行，槽壁上方铺设有轨道，在轨道上安装翻堆机，槽的底部铺设有曝气管道可对堆料

进行通风曝气，是一类将强制通风与定期翻堆相结合的好氧发酵系统，可控制温度和氧含量、可收集控

制臭气，需要一定的投资。反应器式好氧发酵是将有机废弃物置于集进出料、曝气、搅拌和除臭为一体

的密闭式反应器内进行好氧发酵的一种堆肥工艺，可以精确控制温度、氧气浓度和系统臭气，发酵效率

高，环保要求高。 
二次好氧发酵是一次好氧发酵的产物未完全腐熟，或作为有机肥料还不合格时需要再次促使物料腐

熟的工艺，龚琼(2020)  [13]对全国 24 个省份的 346 个好氧发酵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 62.14%的

样本采用了二次好氧发酵。同时，一次发酵中条垛式发酵、槽式发酵、反应器式发酵和传统堆沤式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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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调研样本的 37.86%、54.05%、2.02%和 6.07%，二次发酵中条垛式发酵、槽式发酵、传统堆沤式

发酵和其他发酵工艺(如大堆体发酵等)分别占样本的 58.14%、12.09%、15.81%和 13.95%。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有机肥好氧发酵主要是堆肥式的发酵(条垛式、槽式、传统堆沤式)，采用反应器式发酵所占的比

例很小。 

3.4. 生产原料情况 

据调研(龚琼，2020)  [13]，目前，我国有机肥料生产原料根据特性可分为畜禽粪便、加工副产品、农

作物秸秆和其他农业废弃物四大类型，畜禽粪便主要包括禽粪、牛粪、猪粪、兔粪、羊粪等，加工副产

品类型为稻壳、麦麸、糠粕和饼肥等，农作物秸秆主要指玉米秸秆、水稻秸秆和小麦秸秆等，其他是指

除畜禽粪便、加工副产品和农作物秸秆外的其他被利用于好氧发酵技术的农业废弃物，包括腐殖酸、沼

渣、氨基酸添加物和羊毛下脚料等。我国有机肥料生产企业选择的微生物菌种主要包括酵母、真菌、放

线菌及由它们联合培养的复合菌剂。菌种主要来源于国内科研机构、企业和从国外引进。但从菌种的质

量和功能来看国内市场中还缺少安全性高、功能性强、效果佳的微生物菌种，这也是制约我国有机肥料

生产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4. 有机肥产业化目前存在的问题 

4.1. 有机肥生产规模限制 

有机肥料生产企业普遍规模不大 [14]，配套服务薄弱。与有机肥料相关的企业多数以中小企业为主，

导致现阶段的有机肥料相关企业生产产品单一，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并且由于企业规模较小，难以促进

有机肥料的进一步研发，影响了有机肥料产业的发展。同时，肥料企业社会化服务尚未成熟，目前企业

欠缺针对有机肥对区域土壤和作物质量影响的长期定位等相关试验。商品有机肥企业也还未建立健全以

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最根本的服务理念。 

4.2. 生产技术和有机肥产品质量有待提升 

目前部分企业生产的有机肥存在产品质量不佳、肥效不稳定的情况。从行业整体的发展过程看，由

于有机肥料大多数有机肥料相关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产品质量无法保证等现象，有些企业甚

至用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废弃物作为原料生产非商品有机肥。现阶段有机肥中主要的种类为生物

有机肥，其生产厂家多为中小企业，生产规模较小。这类企业一般不具备生产生物有机肥料的能力，而

是通过传统的菌剂复合发酵来生产生物有机肥，缺少相关的质检技术人员，无法保证有机肥的生产质量，

更不能保证其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4.3. 有机肥生产前期投入较大 

有机肥规模效应明显，功能型生物有机肥门槛高。生产有机肥类前期投入大，每吨获利仅有数百元，

只有依靠大规模生产销售才有获利空间，通常专用性的功能型肥料门槛高，例如具抗黄化功能的猕猴桃

微生物有机肥。 

4.4. 有机肥生产不规范 

大多企业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 [15]。有机废弃物是有机肥的生产原料之一，而现阶段大多数有

机废弃物重金属含量偏高，造成商品有机肥重金属含量普遍较高，同时越来越多的有机废弃物及商品有

机肥中发现抗生素的存在。有机肥生产以小作坊为主，门槛低，设备简陋，生产过程忽视高温发酵环节，

导致商品有机肥料达到无害化要求，有效养分含量低。另一方面，有机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门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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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也较为简陋，生产过程不规范，导致商品有机肥难以达到无害化要求，并且养分含量不够 [15]。 

5. 结论 

目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对有机肥的开发、生产及应用力度也不断加大。我

国有机肥产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而随着生态环

境建设要求的提高、有机肥发酵工艺的提升、耕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及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通过农业废

弃物有机肥生产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必将成为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有机肥行业的发展应该注重

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有机肥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进行控制，保证有机肥的生产质量。二是加

大科研投入，对有机肥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不断改善，研发出针对不同需求的功能型的有机肥。三是加

强对有机肥的宣传、推广，通过示范、讲解、现场指导等方式，向农户展示生物有机肥的应用效果，使

之了解生物有机肥的经济、生态效益，提高农民使用生物有机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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