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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我国农用化肥消费量大，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各异，行业内大多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但

该数据无法推算出氮肥、磷肥、钾肥分类消费量。我国区域间、季节间、作物间化肥消费情况的报道很少，在调节

化肥供需、指导化肥行业健康发展时显得依据不足。调查种植业化肥施用状况可以为指导肥料生产、供应提供重

要依据。【方法】以农业部３３９个国家级基层肥料信息网点为依托，根据我国农业生产习惯和我国政府部门统计习
惯，将一年分为三个用肥季，１ ５月份为春耕季，６ ８月份为夏播季，９ １２月份为秋冬种季。在三个季节，每
个网点随机调查３０个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施用氮肥、磷肥、钾肥、复合（混）肥（包括配合式）量，经两级土壤肥料
部门审核后，采用省份、相似种植区域、全国三级逐级加权平均的方法，推算了不同区域、不同季节、不同作物单

位面积施肥量；再用作物单位面积施肥量、该作物全国种植总面积、样本中施肥面积占该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推

算了作物全年、不同季节化肥施用量。同时，分析了主要作物、不同季节化肥施用状况以及供需平衡情况，不同季

节、不同区域供肥情况和农民的购肥习惯。【结果】２０１３年我国种植业化肥施用量５４９８万吨（折纯下同），其中，氮
肥（实物量）３３８２万吨，磷肥１１７５万吨，钾肥９４１万吨。粮食作物化肥总用量为２７８２万吨，占种植业化肥总用量的
５０６％；其次是果树和蔬菜，三类作物占种植业化肥施用总量的８２８％，经济、园艺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大于
粮食作物。春耕、夏播、秋冬种化肥施用量分别占全年化肥施用量的３４２％、３５６％、３０２％。复混肥料和尿素
是农民最常购买的两种肥料，从全年来看，农民施用复混肥料和尿素的样本数分别占总样本数的７２５％和７１６％，
春耕、夏播、秋冬种农民购买尿素和复合（混）肥的样本数分别占该阶段样本数的７０９％和６２９％、８４９％和
７８１％、５６６％和８３９％。春耕和夏播时期农民多数选用尿素，秋冬种多数选用复混肥料，东北、西北、华中南地
区农民多选用尿素，华北、西南、华东地区农民多选用复混肥料。另外，我国氮肥、磷肥供应分别过剩１０８０万吨、
６８０万吨，钾肥缺口３７０万吨，供需矛盾突出。氮、磷、钾养分配合式为１５－１５－１５的复混肥样本数占农民选购复混
肥总样本数的３３３％，说明复混肥养分结构不尽合理。【结论】建议国家进一步遏制氮肥、磷肥过剩产能，优化产
品结构，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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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ｎｏ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ｃｕｔｄｏｗ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ｉｇｈ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ｕｒｅａ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牷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牷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

　　关于我国农用化肥消费量，数据来源比较多，除
了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数据外，联合国粮农组织

数据库（ＦＡＯＳＴＡＴＡ）、世界肥料工业协会数据库
（ＩＦＡＳＴＡＴＡ）也会公布数据［１］。在引用我国农用化

肥消费量数据时，国内大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为准。但是，该数据将化肥消费量分为单质肥和

复合肥两大部分，其中，复合肥包含哪些产品，氮、

磷、钾养分含量各是多少，统计资料都没有交待，因

此，无法据此正确计算出我国农业的氮、磷、钾肥

消费量。了解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季节氮、

磷、钾化肥消费情况，对化肥产业结构调整、市场

供需平衡和引导农民科学施肥至关重要［１］。前人

在化肥施用总量［２－３］、作物分配［４］、区域分配［５－６］、

时间分配［７－８］上也开展过大量研究，但近些年种植

结构调整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化肥消费的分配结

构［９－１０］，目前，急需从国家层面分区域、分作物、分

施肥时段了解我国化肥施用情况。本研究以基层肥

料零售网点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统计年

鉴［１１－１２］和行业协会统计资料，分析了我国种植业化

肥施用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宏观政策调

控、化肥产业结构调整、化肥科学施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案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农业部３３９个国家级基层肥

料零售网点对农户的施肥量调查，信息网点分布在

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黑龙江农垦总局，
具体网点分布见图１。根据我国农业生产习惯和我
国政府部门统计习惯，将一年分为三个用肥季：１
５月份为春耕季，６ ８月份为夏播季，９ １２月份
为秋冬种季［１］。每个国家级基层肥料信息网点在

每个用肥季随机调查３０个在本门市购肥的农户，其
中，春耕季调查在５月５日前完成，夏播季调查在９
月５日前完成，秋冬种季调查在１１月５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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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调查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户基

本信息，包括农户姓名、手机号、种植作物和该作

物种植面积，如果同一农户种植多种作物，最多可调

查其中３种作物，并计为调查了３个农户；第二部
分为用肥信息，即农户种植的受调查作物的化肥全

部施用量，分为氮肥用量、磷肥用量、钾肥用量、复

混肥用量。调查表由门市销售人员填写，氮肥、磷

肥、钾肥、复混肥均填写实物用量和化肥品种，对

有多种养分含量的化肥品种，如普通过磷酸钙、复

混肥料，要填写农户在本门市购买的该化肥品种的

养分含量。调查完成后，表格数据通过门市肥料采

集上报系统（ｈｔｔｐ：／／ｍｅｎｓｈｉ．ｃｈｉｎａ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ｍ．ｃｎ）
填报，采取逐级审核提交的方式进行。基层肥料零

售网点根据表格内容，调查农户施肥量情况，数据收

集完成后填报到门市肥料采集上报系统，经省级土

肥站审核后提交到国家级肥料零售网点数据库，最

后对全国上报数据进行统计汇总。

图１　３３９个农业部国家级基层肥料零售网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３３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ａｌｅｏｕｔｌｅｔｓｏｆＭＯＡ

１２　数据审核
２０１３年农户施肥情况调查共收回调查表２０３５１

份，其中，春耕季８４６８份，夏播季６４８５份，秋冬种季
５３９８份。受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的限制，东北、西
北部分国家级基层肥料信息网点只调查了春耕或夏

播时期农户施肥量，另外，部分网点提交调查表数量

少于３０份或没有在规定的日期前完成本用肥季农
户施肥情况调查，实际回收问卷数量占应回收问卷

数量的６６７％。调查问卷采取两级审核的方式，先
由省级土肥部门对辖区内的调查问卷进行初审，剔

除或修改有逻辑错误、常识性错误的数据或问卷。

之后全国农技中心土壤肥料技术处对全国上报的数

据进行审核，共得到有效问卷１７１３６份，占回收问卷
的８４２％。其中，春耕季７８６９份、夏播季５１５０份、
秋冬种季４１１７份，分别占三个用肥季回收问卷的
９２９％、７９４％、７６３％。
１３　数据汇总与处理方法

单位面积作物施肥量计算均采用加权平均方

法。每个季节统计均分为省、区域和国家三级，省

级单位面积作物施肥量以该省每个农户最大地块面

积为权数加权平均计算而来，区域单位面积作物施

肥量以各省调查作物面积为权数加权平均所得，国

家级单位面积作物施肥量以每个区域调查作物面积

为权数加权平均计算而来。主要作物化肥施用量是

用作物单位面积施肥量乘以该作物种植面积、样本

中施肥面积占该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进行推算，由

于２０１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国家统计数据还未全部
公布，此处仅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菜、大豆

的播种面积使用了 ２０１３年统计数据，其他采用
２０１２年统计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农作物化肥施用情况

由全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表１）
来看，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普遍偏高，经

济、园艺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大于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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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果树单位面积施肥量最高，达到 ９４２ｋｇ／ｈｍ２

（折纯，下同），其次是甘蔗，达到５２１ｋｇ／ｈｍ２，粮食
作物单位面积施肥量在２８４ ３６３ｋｇ／ｈｍ２之间，蔬
菜类作物单位面积施肥量在２３２ ３３０ｋｇ／ｈｍ２之
间。之所以蔬菜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低于粮食作

物，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在蔬菜种植上还保留着大

量施用有机肥的习惯。我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施

用量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１３］，一方面受耕地面积制

约，追求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另一方面是受高投入

高产出观念的影响和劳动力成本高的制约，农民普

遍采用大水大肥、“一炮轰”、撒施等粗放的施肥方

式［１４］，造成单位面积作物施肥量居高不下。

表１　主要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ｃｒｏｐｓｐｅｒｈｅｃｔａｒｅ

作物种类

Ｃｒｏｐｓ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单位面积施用量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ｈｅｃｔａｒｅ

氮肥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磷肥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钾肥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３５４０ ２１１±２２ ５５±９ １８±４ ２８４±１９

玉米 Ｃｏｒｎ ４５５３ ２３６±１９ ８２±７ ４５±６ ３６３±１７

水稻 Ｒｉｃｅ ３３３３ ２０３±１５ ５０±５ ７６±１０ ３３０±１３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５４０ ２１５±２５ １２４±２７ ５６±５ ３９６±２３

油菜 Ｒａｐｅ ９６０ １３４±１２ ３７±１３ ３２±２ ２０３±１１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４３４ １２３±４ ８４±１５ ８４±９ ２９１±１４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１８１ １０９±１６ ４４±５ ２１±１０ １７４±１５

甘蔗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２９ ２９５±６ ７６±１４ １４９±１９ ５２１±１５

烟草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４１ １１２±２２ ７０±１５ ２１８±３０ ３９９±２６

叶菜类 Ｌｅａｆｙ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５７ １４４±２５ ９６±１５ ７４±１６ ３１４±１７

果菜类 Ｆｒｕｉ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８１２ １０９±１９ ７４±１０ ４９±１０ ２３２±１５

根茎类蔬菜 Ｒｏｏｔ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５９ １０６±１５ １１１±２０ １１３±２９ ３３０±１９

马铃薯 Ｐｏｔａｔｏ ４１４ １７６±１６ ７６±１４ ７９±９ ３３２±１３

果树 Ｆｒｕｉｔｔｒｅｅｓ ４３９ ４４２±５８ ２５１±４０ ２４９±４０ ９４２±４３

　　预计２０１３年全国种植业化肥施用量 ５４９８万
吨，其中，氮肥３３８２万吨，磷肥１１７５万吨，钾肥９４１
万吨（表２）。粮食作物、果树和蔬菜是化肥施用量
最大的三类作物，占种植业化肥施用总量的

８２８％。粮食作物化肥用量为２７８２万吨，占种植业
化肥总用量的５０６％，是化肥消费量最大的作物类
型，粮食作物氮、磷、钾肥用量分别占种植业氮肥、

磷肥、钾肥用量的５８５％、４０６％和３４８％。果树
化肥用量 １０９８万吨，占种植业化肥总用量的
１９９％，果树氮、磷、钾肥用量分别占种植业氮肥、
磷肥、钾肥施用量的１５９％、２４６％和２８９％。蔬
菜化肥用量 ６６９万吨，占种植业化肥总用量的
１２２％，蔬菜作物施用的氮、磷、钾肥用量分别占
种植业氮肥、磷肥、钾肥施用量的９２％、１７６％和
１６１％。

２２　化肥分季节生产与施用情况
比较２０１３年国家统计局化肥生产数据和农业

部３３９个国家级基层肥料信息网点农户调查数据统
计结果（表３）可知，氮肥、磷肥产量过剩突出，全年
分别过剩约１０８０万吨、６８０万吨，钾肥缺口较大，一
半左右需要进口，供需矛盾突出。

全年来看，春耕、夏播、秋冬种三个季节化肥

施用量分别为１８８２、１９５７、１６５９万吨，分别占总施
用量的３４２％、３５６％、３０２％。同期化肥生产量
分别为 ３２０１、２４２１、１２８６万吨，分别占总产量的
４６３％、３５１％、１８６％，全年化肥生产过剩约
１４１０万吨。春耕和夏播是主要的化肥生产和
施用时期，春耕、夏播化肥生产量大于施用量，

秋冬种化肥生产量小于施用量，可以通过市场

流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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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３年主要作物化肥预计施用量（万吨）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ｃｒｏｐｓｉｎ２０１３（×１０４ｔ）

作物类型 Ｃｒｏｐｔｙｐｅ 作物 Ｃｒｏｐ 氮肥 Ｎ 磷肥 Ｐ２Ｏ５ 钾肥 Ｋ２Ｏ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比例 Ｒａｔｅ（％）

粮食 Ｇｒａｉｎ 小麦 Ｗｅａｔｅ ５０６ ７４ １８ ５９９ ５０．６

玉米 Ｃｏｒｎ ８５４ ２６５ １２４ １２４３

水稻 Ｒｉｃｅ ６１８ １３７ １８６ ９４１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９５ ５２ ２１ １６８ ３．１

油料 Ｏｉｌｃｒｏｐｓ 油菜 Ｒａｐｅ １００ ２５ ２０ １４５ ７．０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５７ ３８ ３７ １３３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７５ ２３ １１ １０９

糖料 Ｓｕｇａｒｃｒｏｐｓ 甘蔗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５３ ９ ２４ ８６ １．７

甜菜 Ｓｕｇａｒｂｅｅｔ ３ ２ １ ６

烟草 Ｔｏｂａｃｃｏ 烟草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１８ １０ ３５ ６３ １．１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叶菜类 Ｌｅａｆｙ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５９ １６８ １１８ ５４５ １２．２

果菜类 Ｆｒｕｉ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６ １３ ６ ４４

根茎类 Ｒｏｏ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６ ２７ ２７ ８０

马铃薯 Ｐｏｔａｔｏ 马铃薯 Ｐｏｔａｔｏ ９７ ２１ ２９ １４７ ２．７

果树 Ｆｒｕｉｔｔｒｅｅｓ 果树 Ｆｒｕｉｔｔｒｅｅｓ ５３７ ２８９ ２７２ １０９８ ２０．０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５７ ２３ １３ ９２ １．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３８２ １１７５ ９４１ ５４９８ １００．０

　　注（Ｎｏｔｅ）：此次调查涉及了统计资料上列举的所有农作物类别，其他指除以上作物外调查涉及到的作物，计算方法见１３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ｔｈｅｒｓｍｅａｎｃｒｏｐｓｎｏｔ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ｓ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３

　　分品种来看，春耕氮肥、磷肥施用量分别为
１１６６、３８３万吨，分别占全年施用总量的 ３４５％、
３２６％，生产量分别为２１３７、８３５万吨，占全年产量
的４７９％、４４６％。施用量与生产量比较，春耕期
间氮肥、磷肥分别过剩约９７０、４５０万吨。夏播氮
肥、磷肥施用量分别为１４３８、３１１万吨，分别占全年
施用总量的４２５％、２６５％，生产量分别为 １４８４、
７１２万吨，分别占全年产量的３３３％、３８０％，施用
量与生产量比较，夏播期间磷肥过剩约 ４００万吨。
秋冬种氮肥、磷肥施用量分别为７７８、４８０万吨，分
别占全年施用总量的２３０％、４０９％，生产量分别
为８４３、３２５万吨，分别占全年产量的 １８９％、
１７４％，施用量与生产量比较，秋冬种期间氮肥过剩
约６５万吨，磷肥缺口约１５５万吨，需要季节间调剂。
与氮、磷肥不同，钾肥在春耕、夏播、秋冬种均有缺

口，根据农户调查数据推算的施用量与生产量比较，

全年钾肥缺口约３７０万吨，进口钾肥成为能否解决
关键农时钾肥供需矛盾的决定性因素。

２３　农民购肥情况
２３１分品种购买情况　复合（混）肥和尿素是农民

最常施用的两种肥料（表４），其次是磷酸二铵、普
钙、氯化钾和碳酸氢铵。从全年来看，农民施用复

合（混）肥料和尿素的样本数分别占总样本数的

７２５％和７１６％。说明随着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
推广，大多数农民认识到了氮、磷、钾养分平衡施

用的好处，并已应用到生产中。尿素不仅是主要的

基肥，也是用量最大的追肥。从复合（混）肥配合式

看（表５），１５－１５－１５和高氮配方仍占大多数，１５－１５
－１５、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１７－１７三种配方占样本显示配
方的３３３％，其中１５－１５－１５的配方占２７２％，说明
政府不仅要下大力气向农民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也要向化肥生产企业宣传科学施肥的重要意义，

引导他们生产配方合理的复混肥料。除复混肥料、

尿素外，农民购买磷酸二铵、普钙、氯化钾的样本

数分别占样本总数的２６９％、２６０％、２０７％，说
明普钙仍然是重要的磷肥品种，氯化钾是主要的钾

肥品种。

２３２分季节购买情况　由表４总体来看，春耕、夏
播、秋冬种三个季节农民均大量购买尿素和复合

（混）肥，但是各个阶段购买结构有所不同。春耕阶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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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季节购买不同肥料品种的农户数及其比例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肥料种类

Ｔｙｐｅ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春耕

Ｓｐｒｉｎｇ

农户数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ｅ
（％）

夏播

Ｓｕｍｍｅｒ

农户数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ｅ
（％）

秋冬种

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

农户数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ｅ
（％）

全年

Ａｌｌ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ｅ
（％）

尿素 Ｕｒｅａ ５５７８ ７０８９ ４３７１ ８４８７ ２３２８ ５６５５ １２２７７ ７１６４
碳酸氢铵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ｂｉ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８０４ １０２２ １３７４ ２６６８ １０７６ ２６１４ ３２５４ １８９９
氯化铵Ａｍｍｏｎｉ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２ ０１５ ９０９ １７６５ ７１０ １７２５ １６３１ ９５２
硫酸铵 Ａｍｍｏｎｉａｓｕｌｆａｔｅ ６２ ０７９ ９２１ １７８８ ７３２ １７７８ １７１５ １００１
磷酸二铵 Ｄｉ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９０９ ２４２６ １３９１ ２７０１ １３１６ ３１９７ ４６１６ ２６９４
普钙 Ｓｕｐ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４２３ １８０８ １６４８ ３２ １３９１ ３３７９ ４４６２ ２６０４
氯化钾 Ｍｕｒｉａｔｅｏｆｐｏｔａｓｈ １１１８ １４２１ １４７３ ２８６ ９６１ ２３３４ ３５５２ ２０７３
硫酸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７５１ ９５４ １１１０ ２１５５ ９６６ ２３４６ ２８２７ １６５

复合（混）肥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ｉｘ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４９５１ ６２９２ ４０２１ ７８０８ ３４５３ ８３８７ １２４２５ ７２５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８６９ ５１５０ ４１１７ １７１３６

表５　农民购买前１０位的复合（混）肥料配方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ｏｐ１０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ｉｘ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ｆａｒｍｅｒｓ

序号

Ｃｏｄｅ

复合（混）肥配合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ｉｘ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ｆｏｒｍｕｌａ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ｅ
（％）

１ １５－１５－１５ ３３７７ ２７１８

２ １６－１６－１６ ４３７ ３５２

３ １７－１７－１７ ３１９ ２５７

４ ２０－１０－１５ ２８８ ２３２

５ ２０－１０－１０ ２０５ １６５

６ １３－５－７ １２９ １０４

７ ２０－１５－５ １０８ ０８７

８ ２８－６－６ １２８ １０３

９ ３０－５－５ １０３ ０８３

１０ １０－７－８ ９７ ０７８

段农民购买尿素和复合（混）肥的样本数分别占该

阶段样本数的７０９％和６２９％，复合（混）肥主要用
于春播作物底肥，尿素主要用于冬小麦、油菜等越

冬作物追肥和春播作物追肥，该阶段除复合（混）肥

以外的磷肥和钾肥施用量较少。夏播阶段农民购买

尿素和复合（混）肥的样本数分别占该阶段样本数

的８４９％和７８１％，该阶段农作物生长速度快，用
肥量大且集中，除尿素和复合（混）肥外，其他种类

的氮肥、磷肥和钾肥用量也比较大。秋冬种阶段农

民购买尿素和复合（混）肥的样本数分别占该阶段

样本数的５６６％和８３９％，该阶段复合（混）肥用量
大，主要用于冬小麦、油菜、果树等越冬作物基肥，

由于各地施肥习惯和土壤养分状况不同，各种氮肥、

磷肥、钾肥均普遍施用，尤其是磷肥和钾肥的施用

比例比其他两个季节均增加。

２３３分区域购买情况　根据我国种植制度和气候
条件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北（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黑龙江农垦）、华北（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新疆）、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华东

（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和华中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六个地区。由图２可知，
各地农民普遍大多购买尿素和复合（混）肥两个化

肥品种，尿素在六个地区的购买频数分别为

６５１％、 ５５９％、 ７３９％、 ７７３％、 ７７９％、
８２２％，复合（混）肥在六个地区的购买频数分别为
５２５％、 ７２７％、 ４７１％、 ７９４％、 ８１５％、
８０９％，南方购买尿素和复合（混）肥的频数略大于
北方。南方和北方农民购买的化肥品种略有差异，

表现出南方农民施用氮肥多以尿素和碳酸氢铵、氯

化铵、硫酸铵配合，北方多依赖于尿素和磷酸二铵、

复合（混）肥中的氮素，南方农民施用磷肥多以普钙

和复合（混）肥中的磷为主，北方多施用磷酸二铵，

南方农民钾肥的投入量大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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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地区农民选用化肥品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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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２０１３年我国种植业化肥施用量 ５４９８万吨，粮

食作物化肥用量最大，其次是果树和蔬菜。主要农

作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普遍偏高，经济、园艺作

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大于粮食作物，其中果树单

位面积化肥用量最大。春耕、夏播、秋冬种的化肥

用量分别占全年化肥用量的 ３４２％、３５６％、
３０２％。全年氮肥、磷肥供应分别过剩１０８０万吨、
６８０万吨，钾肥缺口３７０万吨，供需矛盾突出。复混
肥料和尿素是农民最常购买的两种化肥，春耕和夏

播农民选用最多的是尿素，秋冬种为复合（混）肥

料。东北、西北、华中南地区农民选择最多的肥料

品种是尿素，华北、西南、华东地区农民选择最多

的肥料品种是复混肥料。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控制施用量，提高利用率

我国人多地少，保障粮食安全必然追求单位面

积高产，因此导致化肥的大量施用。根据农业部

３３９个国家级基层肥料信息网点农户调查数据统计
结果，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水稻平均施肥量

在２８４ ３３０ｋｇ／ｈｍ２之间，蔬菜、果树施肥量更高，
中国化肥总施用量和单位面积施用量已经处于世界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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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组分析了全国肥

料利用率验证试验数据，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比１０
年前有所提高，但与国外相比，我国肥料利用率仍普

遍偏低。在保障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下，控制化肥

用量，提高利用率是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４２　遏制产能过剩，优化产品结构
据中国氮肥、磷肥协会统计，２０１３年尿素产量

过剩１０１０万吨，磷肥过剩４５０万吨，氮肥、磷肥产
能过剩仍将进一步加剧。另外，我国化肥产品结构

不尽合理，氮肥、磷肥、钾肥生产和施用不均衡，尿

素占氮肥的比例增加，碳酸氢铵等中低浓度氮肥的

比例降低，高浓度磷肥比例持续增加，其他磷肥品种

比例减少。建议，从源头上遏制产能扩张，优化化肥

产品结构。

４３　抑制价格波动，缓解供需矛盾
受国际化肥市场冲击和国内供需的影响，我国化

肥零售价格年度间和同年度不同季节间波动较大。

化肥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也迫使经销商谨慎储货备

货，缩减储货量，使季节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因此，

建议进一步优化化肥淡季储备机制，实施信息共享，

兼顾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利益，促进化肥生产供应顺

畅，合理化解风险，缓解地区和季节间供需矛盾。

４４　加大宣传推动，促进科学施肥
推动科学施肥工作需要政府部门、化肥企业和

农民共同参与。目前，农民受不科学施肥观念的影

响，施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过量施肥、撒施、表

施等施肥方式方法普遍，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仍

生产配方不合理的复合（混）肥。据调查，约有１／３
的农民仍购买１５－１５－１５配合式的复合（混）肥。一
直以来，农业部大力实施“大配方、小调整”的配方

肥推广模式，２０１３年公布了三大粮食作物区域大配
方，引导企业科学生产，农民科学施用。因此，需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促进科学施肥技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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