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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成本收益与补贴政策∗

杨钰莹　 司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发展集约化生态农业的重要措施，在中国

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本文利用农户的调研数据和典型案例调查资料，梳理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的技术模式、成本收益和补贴政策，分析了现阶段技术应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

建议。 本文认为，该技术未来应用主体在于规模户，需依靠机械实现规模化种植；规模户采用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能在规模经济基础上实现范围经济，具有双重效益；推广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时，应重点考虑如何将采用该技术的农户机会成本最小化。 本文还发现，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包括技术模式应用推广与当地农业经营

方式不够兼容、专门的补贴和保险体系尚未构建、适配农机供给和专业农机手不足、农田基础设

施和制度保障不完善、大豆购销渠道单一与农户认知存在偏差。 为此，本文提出集成创新区域技

术模式、完善补贴与农业保险体系、优化配套农机设备与服务供给、优先提供基础设施与制度保

障、打通种子供给与产品销售渠道以及开展多元化推广与多主体示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豆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成本收益；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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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大豆产需矛盾突出。 从生产端

来看，中国大豆单产水平和机械化水平较低，导致

种植大豆比较效益低，农户生产积极性不足。 ２０２１
年，大豆产量仅为 １６４０ 万吨。 而随着中国居民消

费水平提升，作为主要油料和优质蛋白饲料来源的

大豆需求居高不下，国内需求量已达 １１２９１. ８ 万

吨，产不足需，长期依赖进口。 ２０２１ 年，大豆进口

量为 ９６５１. ８ 万吨，占进口粮食总量的 ５８. ７％，进口

依存度高达 ８５. ５％。 因此，提高国内大豆产量事关

国家粮食安全，而其根本解决途径在于增加种植面

积和提高单产（司伟等，２０２１）。 然而，一方面，如
果大豆完全自给，单作需要近 ８. ５ 亿亩土地，且需

平衡大豆玉米两作物争地矛盾。 另一方面，目前中

国大豆亩产仅 １３０ 公斤左右，短时间难以大幅增产

提质（司伟等，２０１８）。 而以高化肥、农药投入换取

高产出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资源过度消耗，耕地质

量下降，环境污染加剧，致使农业可持续性面临挑

战（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６）。 因此，为实现大豆扩种目标，
兼顾高产出与可持续、缓解作物争地矛盾的大豆生

产技术研发推广非常必要。
间套作是同一块田地上分行或分带相间种植

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能够充分利用地

上部光热资源和地下部水分养分资源来实现节本

增效（李隆，２０１６），并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全氮

和大团聚体，改善土壤肥力，从而具有长期稳定的

增产减碳优势（Ｌｉ 等，２０２０）。 该种植模式源于春

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２０ 世纪

以来也被世界其他国家广泛采用。 据研究，中国

“高产出、可持续”间套作模式的净增产效应是欧

洲模式的 ４ 倍，是发展集约化生态农业和保障粮食

安全的重要措施，值得全球借鉴（Ｌｉ 等，２０２０）。 在

有限资源约束下，间套作模式已在历史长河中为减

少饥饿和贫困做出了贡献（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富兰克

林等，２０１１），未来该模式具有为全球人口提供更多

食物的潜力（Ｔｉｌｍａｎ，２０２０）。
然而，２１ 世纪以来，由祖祖辈辈实践经验形成

的传统间套作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虽无官方

统计数据，但从现有研究中可知，中国采用该模式

的耕地比重由“八五”时期的 １ ／ ３ 下降到“十二五”
时期的不足 １０％（Ｈｏｎｇ 等，２０１７）。 究其原因，传统

间套作模式田间管理复杂、不易机械化，偏向“劳
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劳动力需求量大且强度高

（Ｆｅｉｋｅ 等，２０１２），由于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进
入农业劳动力短缺阶段，且面临老龄化、兼业化等

问题，因此亟需发展“劳动力节约型”现代农业技

术（蔡昉，２０１６）。 基于此，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在传统间套作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田间管理效率

和机械化水平低问题，以“高产出、机械化、可持

续”为目标，将传统“劳动密集型”大豆玉米间套作

经验转化为“劳动节约型”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该

技术已被证实能实现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双赢，且
能实现大豆玉米兼容发展（杨文钰，２０１９）。 经测

算，中国黄淮海、西南及西北地区 ２０％的玉米种植

面积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年均潜力面

积可达 ７９４６ 万亩，在玉米基本不减产的情况下，可
增收大豆 １０３３ 万吨，增产潜力巨大。

“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推广力度。 ２０１５ 年，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意见》中，提出“重点在黄淮海及西南地区推广

大豆玉米间作套作”；２０１９ 年，该技术被遴选为国

家大豆振兴计划重点推广技术；２０２０ 年，继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间套作再次被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指出“加大对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

支持力度”；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提出“支持西北、
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求

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技术。 在当前稳粮扩油的战略目标下，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被提升到新高度。 尽管如此，
当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农户采纳率仍

不够理想。 从推广面积看，２０２１ 年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推广面积为 １０５３. ８ 万亩①，与农业农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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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数据来源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应用证明（由四川农业大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与循环利用团队提供），如按农业农

村部口径统计，推广面积更低，仅为 ７００ 多万亩



村部《“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中 ２０２５ 年

达到 ５０００ 万亩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①。 从农户层

面看，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目前新型经营主体由于

自身为示范基地需承担示范任务或受到政府资金

引导，被动采用该模式。 尽管试验田和示范地周边

的部分小农户采纳该技术，但大多数农户虽有兴趣

却仍在观望。 从历史角度来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是传统间套作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从技术

角度看，该技术是大豆和玉米各项生产技术的集

成，并非全新技术，农户应无较大技术接受障碍，但
实际种植积极性却不高。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到底是何种技术？ 目前发展到什么阶段？ 什

么因素制约了农户采纳该技术？ 未来如何促进该

技术大规模推广？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国家全面推

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现实需求下极为重要

和紧迫。
关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研究，大多

是自然科学领域基于田间试验的论证和对已有研

究的文本分析，鲜有基于农户调研的经济学论述。
关于技术模式，现有文献仅论述了试验区域的模

式，缺乏全国层面的系统总结说明。 同时，成本收

益是农户生产决策的首要因素，现有研究虽针对试

验结果得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较单作增

产增收 ２０％ ～ ７０％ （刘占鑫等， ２０１８； Ｒａｚａ 等，
２０１９；杨科等，２０２１），但分类过于粗略，无法明晰该

技术具体的节本增收效果，也未对不同区域农户的

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在支持政策方面，也未有相关

梳理。 而已有研究证实，补贴能够有效实现大豆扩

种目标， 且扩种效应随时间增强 （王新刚等，
２０２１），农业保险可以显著促进农户持续种植玉米

（马凤才等，２０２０）。 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关于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补贴和保险政策现状

和农户需求。
基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对四川、河北、

山东和甘肃省的技术专家、基层推广人员、种植户

和农机手的调研数据，首先阐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的发展过程与技术模式。 其次，根据区域

农业经营情况，从农户分化、种植制度类型与种植

品种角度对不同区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同时，梳理该技术的补贴

和保险政策。 最后，分析现阶段应用推广中存在的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模式

　 　 （一）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的推广

与发展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由传统间套作

创新发展而来，采用大豆带与玉米带复合种植，让
高位作物玉米具有边行优势，扩大低位作物大豆受

光空间，实现玉米带与大豆带年际间地内轮作，宜
于机械化作业，作物间和谐共生的一季双收种植模

式（杨文钰等，２０２０）。 该技术为大豆和玉米的生

产技术集成，包括“选配品种、扩间增光、缩株保

密”的田间配置技术、“减量一体化施肥、化控抗

倒、绿色防控”的田间管理技术和配套的全程机械

化技术。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全国累计推广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９５０８. ４ 万亩。 其中，西南地区

贡献了近 ９８. ７％ 的播种面积∗。 由图 １ 可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全国推广面积整体呈阶段性增长

态势，当年产生效益的推广面积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０３. ８
万亩 增 加 到 ２０２１ 年 的 １０５３. ８ 万 亩， 年 均 增

长 １０. ３％。
按增长幅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

南地区稳步增长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前，西南地区种植面积稳步增长，其他地区种植面

积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不升反降。 该现象产生的原因

是，“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主要针对西南地区

套作大豆，形成了“麦—玉—豆”高产高效的新三

熟模式栽培技术体系，在四川省大面积应用。 得益

于该技术，四川省大豆种植面积持续增加，２００９ 年

首次迈入中国大豆主产省行列。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

该技术分别被列为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推广技

术、中国农业主推技术，推动了该技术面向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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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农业农村部 .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的通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 ／ ＺＺＹＧＬＳ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３＿
６３８６８０８. ｈｔｍ

间套作耕地面积统计标准为：１ 亩“麦—玉—豆”套作＝ １ 亩小麦＋１ 亩玉米＋１ 亩大豆；１ 亩大豆玉米间作＝ ０. ５ 亩大豆＋０. ５ 亩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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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应用证明

图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情况

　 　 第二阶段为西南地区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１ 年起，西南地区技术推广迈入新阶

段，播种面积突破 ６００ 万亩，其他地区推广面积波

动较大。 该阶段，在继续完善“麦—玉—豆”三熟

套作模式全程机械化基础上，研究聚焦于大豆玉米

二熟间套作模式。 经过前期研究，三熟套作模式已

趋于成熟，西南地区推广面积达到 ６００ 万亩后稳定

增长。 但在全国其他区域示范推广时，遇到了农机

农艺难融合、种植模式水土不服、田间管理差异大

等问题，尤其农机农艺融合难题打击了规模户种植

积极性，致使其他地区推广面积波动大。 在解决机

播机收难题的过程中，核心技术与配套技术不断优

化，全程机械化迈上新台阶①。 ２０１４ 年底，首部间

套作国家行业标准颁布实施，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大
力促进了该技术在全国范围推广。

第三阶段为国内全面增长阶段 （ ２０１６ 年至

今）。 ２０１６ 年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由四

川省走向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应用面积增速迅猛，年均增速可达 ２０. ２％，
西南地区以 ８. ０％的速度稳步增长。 随着技术参数

日渐完善，技术效果愈加显著，全国各地涌现出高

产典型，实现了带状套作大豆亩产 １３０ 公斤以上、

带状间作大豆亩产 １００ 公斤以上，玉米平均亩产基

本不减，引起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②。 在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推动下，逐渐在全国范围

内创立了“百亩示范片” “千亩示范片”和“万亩示

范片”，已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
山东、河北、河南、甘肃等 ２０ 个省份应用推广，扩种

潜力巨大。 其中，四川省技术覆盖率达到 ７５％以

上。 该技术也已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在巴基斯

坦应用。 ２０１９ 年国家《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和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

推广该技术。 自此，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发

展驶入快车道。
（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模式

大豆玉米的全生育期差异受光热资源调控，两
作物的生育期相近为北方普遍采用的间作模式，共
生期不超过任一作物全生育期的一半为西南地区

的套种模式。 按大豆与玉米行数配比，技术模式又

包括 ３:２ 间作、４:２ 间作、６:２ 间作、３:４ 间作、
４:４ 间作、４:６ 间作、２:２ 套作、３:２ 套作等田间

配置模式。 进一步，根据区域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

不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技术要点有所

差异，可分为黄淮海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间

作模式与西南地区套作模式（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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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民日报，ｈｔｔｐ： ／ ／ ｓｚｂ.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ｎ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６－１２ ／ ０１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ｎｍｒｂ＿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１－０８. ｈｔｍ？ ｄｉｖ＝ －１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受追捧，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ｑｇ ／ ２０１９１０ ／ 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２＿６３２９８１１. ｈｔｍ



表 １　 不同区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技术参数

技术模式 区域
相邻玉米

带间距（米）
大豆玉米

带间距（米）

大豆带行
数与行距
（行，米）

玉米带行数
与行距
（行，米）

大豆株距与
播种密度

（厘米，粒 ／ 亩）

玉米株数与
播种密度

（厘米，粒 ／ 亩）
黄淮海地
区间作

河北、河南、山东、安
徽、江苏、山西

２. １～２. ３ ０. ６～０. ７ ４～６；
０. ２５～０. ４０ ２；０. ４ 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１；
４５００

西北地区
间作

甘肃、陕西、宁夏、新
疆、内蒙古

１. ６～２. ９ ０. ６～０. ７ ２～６；
０. ２５～０. ３０ ２；０. ４ ８～１０；

１２０００

８～１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西南地区
间作

云南、贵州 ２. ０～２. ３ ０. ６～０. ７ ３～４；
０. ３０～０. ４０ ２；０. ４ １０～１１；

９０００
１１～１３；
４０００

西南地区
套作

四川、重庆、 陕西南
部、湖南西部、湖北西
部、贵州北部、广西、
云南南部

１. ８～２. ２ ０. ６～０. ７ ２～３；
０. ３０～０. ４０ ２；０. ４ ９～１０；

９０００
１２～１５；
４０００

　 　 资料来源： 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 图，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ｄｄｙｍｄｚｆｈｊｓ ／ ｊｓｚｄ ＿ ２９０６３ ／ ２０２２０２ ／ Ｐ０２０２
２０２１１５８４３８２１３５０５９. ｐｄｆ

　 　 １. 黄淮海地区间作模式。 黄淮海地区是中国

夏大豆与夏玉米种植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
徽、江苏、山西等省份。 该区域为大豆主产区与

“粮改饲”试点基地，发展粒用和青贮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具有巨大潜力。 区域内主要采用 ４:２
或 ６:２ 种植模式，即 ４ 行或 ６ 行大豆，２ 行玉米，其
技术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近年来，逐渐实验探索出

４:４、６:４、４:３、８:２、６:３、８:３ 等田间配置模

式（高凤菊等，２０２０）。 该区域应选用紧凑株型玉

米品种和耐阴性强的大豆品种，在 ６ 月中下旬采用

密植分控播种施肥机，遵循大豆与玉米分控分施策

略。 ７ 月，大豆与玉米系统分别进行封闭除草和定

向除草，７—９ 月进行化学控旺、病虫防治。 ９ 月底

至 １０ 月初，采用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先收玉米再用

当地常规机械收大豆，或使用窄幅履带式大豆收割

机先收大豆再用常规机械收获玉米，或用常规机械

前后同时收大豆与玉米（杨文钰等，２０２１）。
２. 西北地区间作模式。 该模式适应区域包括

甘肃、陕西、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省份，适宜发展粒

用与青贮大豆玉米带状间作。 区域内光热资源一

年一熟盈余、一年两熟不足，无霜期短，适合种植春

大豆与春玉米（李隆，２０２０）。 该区域主要采用 ４:
２ 或 ６:２ 种植方式，因当地植株较高，相邻玉米带

间距可适当扩大至 ２. ３ 米以上，大豆密度缩至单作

的 ８５％左右（见表 １）。 为了保墒和除草，玉米带与

大豆带均需覆膜。 区域内宜选用紧凑型、矮杆玉米

品种和耐阴性较强的大豆品种，于 ４ 月下旬运用专

业机械分别实现大豆与玉米铺膜施肥播种一体化。

由于区域内降水不足且蒸发量大，需加装滴灌设

备，大豆玉米分别控制灌溉。 为缓解土壤板结，宜
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 ５ 月中旬，大豆与玉米

系统同时进行杂草防除，苗后期统一防治病虫。 ６
月中旬分别化学控旺，９ 月中旬运用带状间作作业

方式进行收获。
３. 西南地区间作模式。 云南、贵州等部分地

区年有效积温不高，气候复杂，适合春玉米与春大

豆带状间作。 田间配置方面，主要采用 ３:２ 或

４:２ 种植方式。 同其他模式原则一致，该模式需

通过调控间距、行距，尽量保证玉米密度与当地单

作的密度相当。 为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区域内大豆

播种密度可适当降为当地单作的 ７０％。 生产环节，
应选用株型紧凑的玉米品种和耐阴型大豆品种。
在 ４ 月中下旬，选用密植分控播种施肥机同时播种

施肥，大豆玉米分控分施。 ５ 月上旬，大豆与玉米

系统分别同时防除杂草，大豆优先化学控旺。 ６ 月

上旬，玉米开始化学控旺，大豆与玉米统一防治病

虫害，９ 月中下旬采用间作作业方式收获。
４. 西南地区套作模式。 四川、重庆、陕西南

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广西、云南南部

等地适宜种植春玉米与夏大豆。 该区域为低纬度

山地季风性湿润气候，水热资源丰富，适种期长，可
实现一年三熟，适合发展青贮与粒用大豆玉米。 田

间配置方面，采用 ２:２ 或 ３:２ 种植方式，由于该

模式中大豆玉米共生期较短，两作物种植密度可与

单作相当。 如部分地区共生期超两月，大豆种植密

度可降至单作的 ８０％。 该模式应选用株型紧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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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品种和耐阴型大豆品种。 ３ 月低至 ４ 月初，采
用密植播种施肥机对玉米同播同施。 ４ 月中下旬，
玉米进行封闭除草和定向除草，并注意防治虫害。
５ 月中上旬，玉米开始化学控旺，６ 月中上旬，采用

密植播种机播种大豆，同时施入玉米追肥和大豆种

肥。 ６ 月底至 ７ 月初，对大豆进行杂草防治和化学

控旺。 ７ 月底至 ８ 月初，采用自走式两行玉米收割

机收穗，９ 月采用农药防治大豆病虫。 １０ 月底至

１１ 月初，采用联合收获机进行大豆收割脱粒与秸

秆还田。

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为全方位探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大

规模推广面临的问题，本文根据农业经营情况，对
西南地区套作、黄淮海地区间作和西北地区间作模

式分别从农户分化、种植制度类型与种植品种视

角，对粒用类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进行成本

收益比较分析∗，以此解答“谁来种” “怎么种”和

“种什么”问题。
（一）基于农户分化：西南地区规模户与小农

户套作

西南地区山区广布，地块小而分散，交通不便，

城镇化率较低。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西南

地区非农人口增长迅速，已有 ３０％以上农户退出农

业生产（赵丹丹等，２０２０）。 在此契机下，新型经营

主体转入可集中连片的土地进行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 但在地形起伏大、地块

分散地区，小农户仍依靠半机械化进行大豆玉米套

作。 该区域种植主体呈现出规模户与小农户广泛

共存局面，为农户分化的典型。 因此，本文利用西

南地区案例来探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谁来

种”的问题。

表 ２　 ２０２１ 年西南地区规模户与小农户套作成本收益情况　 （元 ／ 亩）

西南地区
规模户（农机服务） 规模户（自有农机） 小农户

玉米 大豆 玉米 大豆 玉米 大豆

土地成本 ２４０. ０ — ２４０. ０ — ２４０. ０ —

物质与服务费用 ４２０. ５ １８５. ５ ３７９. ５ １４５. ５ ３２１. ０ ９５. ５

　 种子费 ４８. ０ ３２. ０ ４８. ０ ３２. ０ ５０. ０ ３７. ５

　 化肥费 １４６. ５ ３１. ５ １４６. ５ ３１. ５ １８０. ０ ４５. ０

　 生物肥费 ３０. ０ — ３０. ０ — １３. ０ —

　 农药费 ４０. ０ ０. ０ ３５. ０ 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０

　 灌溉费用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机械费用 １３０. ０ １１０. ０ ９０. ０ ７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机播费用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机收费用 ８０.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费用 １６. ０ ２. ０ ２０. ０ ２. ０ １８. ０ ３. ０

人工成本 １０５. ０ ７０. ０ １０５. ０ ７０. ０ ２９８. ０ ２１７. ０

主产品价值 １３００. ０ ５６０. ０ １３２０. ０ ５６０. ０ １１５０. ０ ６１６. ０

副产品价值 ４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３. ０

净利润 ８７９. ０ ９８０. ０ ６３７. ５

　 　 注：自有农机中折旧费和农机手工资折算入机械费用。 该区域劳动力日工价平均为：种植 ７０ 元 ／ 日，田间管理 ６０ 元 ／ 日，人工收割

１５０ 元 ／ 日，农机操作 ３５０ 元 ／ 日。 玉米收购价格为 ２. ６ 元 ／ 公斤，大豆收购价格为 ５. ６ 元 ／ 公斤。 其他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固定资产折

旧费用、管理费、销售费等间接费用和工具材料费、修理维护费等其他直接费用。 副产品中，玉米棒芯做燃料、菌类基料，大豆秸秆做

饲料；秸秆还田无统一估值，均计为 ０。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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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种———是小农户，还是规模户？ 从表 ２ 可

知，成本方面，小农户的亩均生产成本为 １１７１. ５
元，比采用农机服务的规模户和自有农机规模户生

产成本高 １５０. ５ 元和 ２３１. ５ 元。 增加的成本主要

源于化肥费用和人工成本。 其中，化肥费用每亩增

加了 ４７ 元，原因是小农户因施肥过量，反倒造成植

株旺长，导致采光不足，进而影响产量。 小农户因

地块细碎而无法机械化作业，每亩增加了 ３４０ 元的

自用工折价。 自有农机的规模户能比采用机械服

务的规模户每亩减少 ８０ 元的机械成本。 收益方

面，采用农机服务的规模户和自有农机的规模户比

小农户每亩分别增收 ９４ 元和 １１４ 元，净利润分别

每亩高 ２４１. ５ 元和 ３４２. ５ 元。 由此可知，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应用主体前景在于规模户。
尤其对于自有农机的规模户，可较采用农机服务的

规模户亩均节省 ８１ 元生产成本。 由于规模户节省

的成本总额高，易引起重视，所以更易诱导规模户

通过自购机械降低种植成本（胡雯等，２０１９）。
（二）基于种植制度：黄淮海地区新型经营主

体间作与单作

黄淮海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应

用主体主要为新型经营主体。 如不进行复合种植，
农户会选择单作大豆或玉米。 因此，本文基于种植

制度讨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单作的成本收

益，以解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增效原因（见
表 ３）。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黄淮海地区新型经营主体间作与单作成本收益情况　 （元 ／ 亩）

黄淮海地区
间作 单作

玉米 大豆 玉米 大豆

土地成本 ４０７. ５ — ４０７. ５ ４０７. ５

物质与服务费用 ３９５. ０ １４４. ５ ４００. ０ ２５９. ５

　 种子费 ５０. ０ ３５. ０ ５５. ０ ３５. ０

　 化肥费 １４０. ０ ５２. ５ １４０. ０ ５２. ５

　 生物肥费 ５０. ０ — ５０. ０ ５０. ０

　 农药费 ４５. ０ １３. ０ ４５. ０ ４３. ０

　 机械费用 １００. ０ ４０. ０ １００. ０ ７０. ０

　 　 机播费用 ３０. ０ — ３０. ０ ３０. ０

　 　 机收费用 ７０. ０ ４０. ０ ７０. ０ ４０. ０

　 其他费用 １０. ０ ４. ０ １０. ０ ９. ０

人工成本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主产品价值 １３７５. ０ ６００. ０ １４１０. ０ １０５０. ０

副产品价值 ２５. ０ ０. ０ ２８. ５ ０. ０

净利润 ９８３. ０ ５８１. ０ ３３３. ０

　 　 注：一般情况下，秋季无需灌溉，故灌溉费用没有列出，如遇干旱年份，灌溉费用为 ４０ 元 ／ 亩。 该区域玉米收购价格为 ２. ５ 元 ／ 公
斤，大豆收购价格为 ６. ０ 元 ／ 公斤。 劳动力平均日工价为 １２０ 元

　 　 怎么种———选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还是

单种？ 范围经济认为生产者生产多种商品的成本

低于分别生产每种商品的总成本时，就存在范围经

济。 规模经济指由扩大生产规模引起经济效益增

加的现象。 黄淮海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应用主体主要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植合作

社等规模户，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已存在规

模经济。 由表 ３ 可知，黄淮海地区 ２０２１ 年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总成本每亩为 １０１７ 元，较大豆

单作与玉米单作的总成本之和每亩降低 ５５７. ５ 元，

存在范围经济。 其中，同一块土地种植大豆玉米两

作物，分担了土地成本；玉米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为

每亩 ３９５ 元，由于玉米种子减少了 ２００ 粒，较单作

降低 ５ 元；人工成本每亩减少 １５ 元，主要是两作物

同时田间管理实现了范围经济。 大豆的物质与服

务费用每亩为 １４４. ５ 元，较单作减少了近一半，主
要由于两作物共享肥料，并通过优化田间配置来控

制大豆病虫害，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实现范围经济。
从收益来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较大豆、玉米

单作分别每亩增加纯利润 ６５０ 元、４０２ 元。 因此，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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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能在规模经济基础上

存在范围经济，多效合一，促进农户增收。
（三）基于种植品种：西北地区大豆玉米间作

与其他经济作物间作

甘肃、宁夏、新疆、陕西省分布着国家玉米、小
麦、棉花、油菜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殖基地①，
其中河西走廊地区是全国最大的花卉和蔬菜外繁

制种基地。 由于西北地区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土
地机会成本高，农户广泛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制种

作物，尤其制种玉米。 同时，长期精耕细作下，当地

形成小麦玉米间作模式，但该模式商品率较低，其
种植面积持续缩减。 ２１ 世纪以来，农户普遍应用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间作模式，探索出西瓜玉米、
孜然玉米、马铃薯玉米、辣椒玉米、南瓜玉米等间作

方式，每亩能获得纯利润 ８３６. ５ ～ ２０８１. ９ 元。 因

此，在西北地区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需

重点考虑农户的机会成本。

表 ４　 ２０２１ 年西北地区大豆玉米间作与其他经济作物间作成本收益情况　 （元 ／ 亩）

西北地区
大豆玉米间作 西瓜玉米间作 孜然玉米间作 单作

玉米 大豆 玉米 西瓜 玉米 孜然 制种玉米

土地成本 ７００. ０ — — ７００. ０ —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０

物质与服务费用 ７０３. ５ １９２. ５ ２００. ９ ５８３. ７ ２１１. ８ １６５. ５ ７０７. ５

　 种子费 ５０.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１０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８０. ０

　 化肥费 １４０. ０ ５２. ５ ７６. ４ １５２. ７ ５７. ３ ７８. ０ ２１０. ０

　 生物肥费 １２. ５ — — １２. ５ — １２. ５ １２. ５

　 农药费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２２. ５ ４８. ５ ２２. ５ １０. ０ ３０. ０

　 农膜费用 １８. ０ ３２. 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 ０

　 灌溉费用 ３５０. ０ —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７０. ０ ０. ０ ３００. ０

　 机械费用 １０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机播费用 ５０.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机收费用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费用 １８. ０ ８. ０ ２２. ０ １８０. ０ ２２.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人工成本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６２. ５ ２６６７. ０ ２６２. ５ ５００. ０ ６５０. ０

主产品价值 １６３８. ５ ６６０. ０ １２９６. ０ ５０００. ０ １３２０. ０ １１００. ０ ２８００. ０

副产品价值 １９４. １ 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２２４. ０ ３２. ３ １１２. ０

净利润 ８２１. ６ ２０８１. ９ ８３６. ５ ８５４. ５

　 　 注：该区域收购价：玉米 ２. ４ 元 ／ 公斤，大豆 ６. ０ 元 ／ 公斤，制种玉米棒 ３. ０ 元 ／ 公斤，孜然 １７. ０ 元 ／ 公斤，西瓜籽 １４４～ １８０ 元 ／ 公斤。
劳动力平均日工价 １００ 元。 滴灌设备的综合成本折旧与用水费用之和，若选择漫灌，各区域每次 ２０～ ５０ 元不等，加人工费用，灌溉费

用约为 ２５０ 元，但可能造成土壤板结和水资源浪费。 当地大豆玉米间作机械由科研机构免费提供，表中为折价。 玉米秸秆和孜然秸

秆作为黄贮饲料或打包售卖，每包净利润分别为 １３ 元和 ７ 元

　 　 种什么———选择最小化机会成本的作物，还是

大豆保产优先？ 农户采纳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的机会成本为 ２０８１. ９ 元（见表 ４）。 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的纯利润为 ８２１. ６ 元，较当地间作效

益最低的孜然玉米间作低 １４. ９ 元，较效益最高的

西瓜玉米间作低近 １２６０. ３ 元。 尽管西瓜玉米间作

用工量大，且劳动强度较大，但对于因种养结合无

法外出或年纪较大受雇困难的劳动力来说，相当于

赚取了自用工折价并拓宽了就业渠道，所以西瓜玉

米间作这类高投入高回报的间作模式在当地具有

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河西灌区制种玉米

单作覆盖率较高，亩均净利润为 ８５４. ５ 元，用工量

较少。 农户通常利用一周时间拔除母本雄穗后，便
可外出务工或经营其他作物，而且制种玉米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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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生产，能保产保收。 尽管技术专家尝试大豆与

制种玉米间作，但由于间作将使制种玉米产量低于

单作水平，种子公司对其应用推广意愿不足。 加

之，西北地区作物植株高，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需调大带间距，将无法充分发挥耕地潜

力，因而技术推广阻力较大。 因此，西北地区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应重点考虑如何将采

用该技术的农户机会成本最小化。

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补贴与保险政策

　 　 （一）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补贴的必

要性

当前，由于部分地区首次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短期可能存在收益不稳定现象。 但随

着各地技术逐渐熟化，该技术可在长期增产增收，
且具有明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具

备以下优势：一是提高养分利用率，固氮减碳。 据

研究，相对单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能增加

１９. ８％的土壤有机质含量、７. ２％的土壤总有机碳、
１８. ６％的固碳能力，使得年均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分别降低 ４５. ９％和 １５. ８％ （杨文钰等，
２０２１；苏本营，２０１４）。 二是充分利用光能和空间资

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通过发挥玉米边行优

势，该技术能促使光能利用率高于 ３％，土地当量比

达 １. ４ ～ ２. ３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Ｄｕ 等，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７）。 三是涵养水分，减少水土流失。
截至 ２０２１ 年，该技术累计减少土壤流失量 ９３９４
吨，减少地表径流 ６７. ５ 吨（杨文钰等，２０２１）。 四是

降低病虫草害，减少面源污染。 通过田间配置多样

化，该技术可降低 ２５％以上农药使用量（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２０１３；杨文钰等，２０２１）。 五是增加农田生物多样

性，强化农田生态多样化系统。 从农田表观、内部

冠层结构，到作物根系分布，该技术能引起作物多

样性的改变，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李隆，２０１６）。 因

此，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能够缓解专业化与

高投入型种植制度的负外部性，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
社会效益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能

优化种植结构，实现大豆玉米兼容发展，保障国家

粮食和油脂油料安全。 同时，提升大豆产能，促进

国产大豆产业链平衡、健康、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推进大豆产业振兴。 此外，该技术具有最小化风险

潜力（Ｊｏｄｈａ，１９８０），通过多样化种植既能降低作物

价格变化风险，又能分散受灾风险，有效增强农业

系统韧性（Ａｌｅｎｅ 等，２００９）。
综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具有正外部

效益。 如仅依赖市场机制调节，技术采纳率会偏离

帕累托最优。 因此，为内部化外部效益，应对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户进行补贴（陈海江等，２０１９）。
（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补贴与保

险政策

目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补贴对

象、来源和形式还待优化。 由表 ５ 可知，从补贴对

象来看，２０２１ 年仅有种植补贴，无专门机械购置补

贴，减弱了农户购机意愿，不利于形成机械服务市

场，从而阻碍技术大规模推广。 从补贴来源来看，
一般为科研资金或地方农业农村部门专项资金，且
部分地区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将失去

大豆生产者补贴，降低农户持续种植意愿。 从补贴

形式来看，提供免费种子、化肥等农资有效降低了

种植成本。 但据农户反馈，现统一采购的农资存在

小范围不适用、质量不匹配问题，资源配置效率较

低。 比如，无需铺农膜的地区发放农膜造成了闲

置，化肥数量平均分配和质量相同无法平衡不同质

量耕地的肥料需求。 此外，高产创建奖励受众小，
仅能激励技术采纳者提高单产，无法激发非采纳者

的种植积极性。 因此，当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补贴有待完善。
农户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补贴需

求强烈。 调研发现，农户均希望政府出台专门补贴

方案，从种植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两方面来加大支

持力度。 种植补贴形式与金额方面，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农户的需求存在差异。 考虑到交通不便和购

种风险，西南地区小农户期望仍以免费农资形式提

供支持，如发放资金，基于农资估价，该类农户期望

每亩补贴 ２４０ ～ ２５０ 元。 除此之外，其余类型农户

希望给予实际种植者资金补贴。 其中，根据机械作

业成本，西南地区规模户期望每亩获得 １５０ 元种植

补贴；考虑土地、劳动力、农资价格上涨，黄淮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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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户的期望金额为每亩 ２００ ～ ３００ 元；考虑到种

植经济作物的机会成本，西北地区规模户期望每亩

补贴 ２００～３００ 元，小农户期望每亩补贴不低于 ３００
元。 关于农机购置补贴，潜在购机者希望给予

３０％～５０％农机购置补贴额度，并期望尽快落实、及
时发放。 因此，完善补贴体系以达到农户种植预期

是大规模推广的前提。
当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农业保险在稳定农业

生产、保障农户收入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刘
玮等，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 年全国未出台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保险方案，技术采用风险较高。 在实际操作

中，部分地区进行了探索，主要有以下做法：四川确

定农户承担每亩 ７ 元保费，赔付条件为减产 ２０％；
河北和山东根据品种细分了保费，其中，河北确定

玉米和大豆农户每亩承担保费分别为 ４. ５ 元和 ２. ５
元，可仅为其中一种作物投保；山东根据 ７:３ 比例

确定玉米和大豆保费分别为 ４. ９ 元和 ２. １ 元，两省

赔付标准均为减产 ３０％。 但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保险体系尚未构建，合作机制不健全，未起到

实际作用。 例如，２０２１ 年四川省部分地区受风灾

或水灾影响，某些地块减产 ２０％ ～ ４０％，但因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保险合作方每年变更和内部管

理混乱，易互相推诿，导致投保人尚未成功索赔；黄
淮海地区受暴雨影响玉米倒伏严重，农户认为受灾

已达减产 ３０％的赔付条件，但由于无明确方案，受
灾标准认定复杂，理赔过程困难，尚未发挥保障作

用。 因此，应建立专门的保险体系来保障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户利益。

表 ５　 ２０２１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补贴及保险政策情况

区域 西南地区 黄淮海地区 西北地区

调研区域 四川自贡、眉山、遂宁、南充 河北石家庄，山东德州、泰安 甘肃张掖

调研主体 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 新型经营主体 种植大户、小农户

现有补贴

形式 免费种子、化肥、农膜（部分） 免费种子、化肥 免费种子、化肥、农膜

来源
科研资金；地方农业农村部门专项
资金

地方农业农村部门专项资金 科研资金

期望补贴
形式

新型经营主体：种植补贴 １５０ 元；农
机购置补贴 ３０％～５０％
小农户：免费农资，或 ２４０～２５０ 元

新型经营主体：种植补贴 ２００ ～ ３００
元；农机购置补贴 ３０％及以上

种植大户：种植补贴 ２００ ～ ３００
元；农机购置补贴 ３０％及以上
小农户：种植补贴 ３００ 元以上

来源 政府

间套作保险
无明确文件
保费：７ 元
赔付条件：减产 ２０％

无明确文件
保费： 河 北： 玉 米 ４. ５ 元， 大 豆
２. ５ 元
山东：玉米 ４. ９ 元，大豆 ２. １ 元
赔付条件：减产 ３０％

无明确文件，受访农户未参保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纳入玉米保险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调研整理

　 　 国家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制定专

门的补贴和保险方案是提高农户采纳率的关键举

措（胡迪等，２０１９；徐亮等，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年起，国家

加大专项资金调拨力度，各地区根据地方实际，确
保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每亩补贴标准不低于

１５０ 元。 同时，各地也在尽快申报农机购置补贴试

点，四川省和河北省率先对专用播种机差异化补

贴，补贴额度在 １５００～７７００ 元①。 但部分地区种植

补贴低于期望金额，且当前农资价格普遍上涨，部
分地区种植补贴水平无法覆盖增加的农资费用。
因此，各地政府仍需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加大补贴

力度，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 农业保险方面，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甘肃省明确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纳入

玉米保险，制定示范性条款，优先予以保障。 但全

国范围内，还未及时构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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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保险体系。 因此，各地政府需加快完善专门保险 体系，确保规范化开展。

五、存在的问题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高效、技术基本成

熟，是当下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中国大豆振兴、调节

农业生产结构和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 该技

术适用区域广泛，但在全国大规模应用推广过程中

仍需克服几方面问题。
（一）技术模式应用推广与当地农业经营方式

不够兼容

第一，２０２１ 年黄淮海地区种植模式的机械作

业效率还待改进。 该区域土地平坦、集中连片，规
模户动辄承包上千亩土地，较为适合大型机械化种

植。 运用 ３:２ 模式或 ４:２ 模式，每次播种的生产

单元宽度为 ２. ２ ～ ２. ７ 米，在分别收割情况下，玉米

每次仅收获两行（０. ４ 米）、大豆仅收 ３～４ 行（０. ６ ～
１. ２ 米），增加了农机作业次数和作业辅助时间，单
从此方面来看相较单作费时费工。 尽管带状复合

种植植株密度高，作业效果与单作无异，但在规模

化经营水平较高的黄淮海地区，机械作业效率仍有

改进空间。 第二，山东部分耕地每 ３ 米有田垄，采
用 ４:２ 模式时 ２. ７ 米的生产单元宽度会使种子播

于田垄，造成田间管理困难或土地浪费。 第三，对
于西北地区，依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高产高

效优势吸引农户采纳该模式较为困难。 一方面，西
北地区玉米、大豆植株高，行比和行距较大，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玉米株数低于当地的 ４５００ 株，
“玉米不减产”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正如成本收

益分析，种植补贴无法弥补高投入高收入的经济作

物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尽管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增产增效，但与当地农业发展

情况不够兼容将阻碍其大规模推广。
（二）专门的种植补贴和保险体系尚未构建，

缺乏足够的支持

一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补贴体系尚未建

立。 通过对补贴和保险政策的调查分析发现，２０２１
年缺乏农机补贴，补贴来源缺乏稳定性、长远性保

障，形式未达到大部分农户预期，并不足以激励农

户采用。 ２０２２ 年起，各地对实际种植户进行补贴，

也开始制定专业农机的补贴方案，四川、河南、河
北、山东、陕西、云南、安徽等省份开始启动关于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购置补贴试点。 但是，现
阶段补贴体系尚未形成，也需考虑农资、地租、工价

普遍上涨而增加的种植成本，仍需加大补贴力度以

促进农户采纳技术。 另一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无专门保险，虽部分地区进行了探索，但因无

明确方案，农户索赔困难，未能起实际保障作用。
因此，专门补贴和保险体系的不完备影响了农户种

植意愿。
（三）配套农机供给不足，专业农机手缺乏

农机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机和收

割机与单作有差异，需改装或重新订做。 由于目前

市场需求不旺，且因区域技术模式不稳定而农机更

新换代较快，研发内部收益率不高，农机生产公司

与研发机构合作积极性不高，生产动力不足，导致

农机供应偏少且价格相对较高。 加之，农机补贴的

缺乏降低了购机者需求，致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农机配备不足。 操作人员方面，虽一般农机手都

可以操作专业农机，但效果参差不齐。 播种时，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尺寸、行距精确，对机械运作

速度与规范程度要求高，播种不当会造成缺苗断垄

现象。 田间管理时，带状间作模式中对玉米喷洒农

药时易误喷于大豆叶面，如操作不精准极易造成大

豆减产。 在农业生产中，农机手工价通常最高∗，
且只在收割和播种阶段发挥最大价值，因而新型经

营主体养不起专业农机手。 农机手仍需重新学习

或及时更新操作知识，目前鲜有人愿意主动投入额

外时间成本。 所以，适配农机供给不足与专业农机

手缺乏常导致自有农机的种植户在收获、播种环节

自顾不暇，而依靠机械服务的农户更可能因此耽误

农时，影响种植效益。
（四）农田基础设施缺乏，制度保障还待完善

第一，现阶段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基础

设施薄弱。 西南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地地块小而不

规则，且大部分耕地没有农机进入和转移通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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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跳板，增加了机械作业辅助时间。 尽管黄淮海

地区地形平坦，但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平整

度仍不够。 特别是大豆，播种深度需精确在 ３ ～ ４
厘米，播种深浅不一易影响出苗率。 水肥一体化是

节本增效、精细管理的配套技术，在西北地区成效

尤为显著。 但目前设施配备不足，易因大水漫灌造

成土壤板结进而影响出苗，或农户无法精确控肥造

成旺长进而减产。 第二，机械化要求土地集中连

片，但土地流转受阻。 自古以来，农民对土地有着

深厚情感。 加之，受新冠疫情的不确定影响，农民

更将土地视为兜底保障。 土地流转中常出现“一
块地不转，大片受影响”的现象，增加了生产成本。
同时，签订规范化的合同至关重要。 例如，西南地

区土地转入户未与转出户签订土地承包书面合同，
因利润增加，次年部分转出户违约或大幅提高地

金，致使经营者利益受损。 再者，部分村集体与新

型经营主体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较短，土地租金不

固定，以致经营者不愿采用可持续方式种植。 这些

规模化经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制约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大规模推广的因素。
（五）适配种子供应不足，大豆销售渠道单一

种子配备方面，前期研发者对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品种选育的重视程度不足，缺乏不同区域大

豆玉米搭配品种的选育研究，缺少优势种子配备。
种子投入市场前需至少两年的实验数据支撑才可

审定备案，适配种子短期投放不足。 另外，玉米种

子受散粉期高温天气影响供给量少、生产成本增

加、制种亩保产增高、库存量少等因素，导致价格高

涨、热门种子供应不足。 而播种在即，各地随意调

用，出现熟制不匹配、作物间不适配等问题，直接影

响技术效果。 甚至农户不慎选用未经审定的假冒

品种，损失惨重。 农产品销售方面，大豆销售渠道

较为单一，“豆难买，豆难卖”并存。 黄淮海夏大豆

主产区大户的主要销售渠道仍为商贩上门收购，在
国产大豆“量少价高”情况下仍较为被动。 尤其玉

米受灾倒伏，易导致大豆籽粒不纯，进而造成售卖

困难。 而对于非大豆主产区更是缺乏销路，大豆有

价难卖且存在价格歧视。
（六）农户认识存在偏差，观念仍需转变

现阶段，农户主要存在三方面认知误区：第一，
部分农户认为带状复合种植工序繁多、管理复杂，
但忽视了增产增收必要增加相应投入，而且间作模

式中大豆玉米双系统可同时作业，能实现全程机械

化生产，农作次数较单作相差不多。 第二，部分农

户仍视大豆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为“劳动密集型”
的传统间套作模式，担心增加人工作业成本。 事实

上，部分农户在 ２０ 世纪末采用过传统间套作模式，
但当时中国中小型农机具研发能力薄弱，间套作机

械无力配备，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农户逐渐放弃

采用。 为此，农户形成间套作仅能人工作业的陈旧

观念，对该技术望而却步。 第三，大豆比较收益较

低，农户不重视大豆生产。 玉米产量为大豆的 ３～４
倍，经济效益高。 在技术应用中，农户视大豆为配

角，疏于管理，以致大豆亩产长时间徘徊在 ５０ ～ ８０
公斤（杨文钰等，２０２１）。 因此，观念局限导致大豆

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在应用推广中出现技术到位

率不高、种植效率低等问题，短期内推广面积与单

产突破困难。

六、政策建议

　 　 为促进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广，本文针对目前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一）集成创新区域技术模式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要避免“一刀切”，各地需因地制宜，加快研发适

合当地的技术模式。 例如，黄淮海地区加快适合规

模化种植的 ４:３、４:４、６:４ 等模式的研究试验，
适当放弃玉米行的部分边行优势，以提升机械化效

率，实现更省时省工。 在西北地区，为提高综合效

益，加强大豆与经济作物的间作模式研发，比如大

豆与孜然、特种玉米、马铃薯、胡麻等作物间作。 在

“粮改饲”区域应着力研发推广青贮大豆与青贮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或混合青贮技术，推动农牧结合、
种养一体。 在林果区，发展大豆与幼龄果树、茶树

等间套作，充分挖掘区域大豆扩种潜力。
（二）完善补贴与农业保险体系

补贴方面，在技术推广前期，各地应统筹谋划，
制定省级层面补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 潜在补贴

方式主要有：关于种植补贴，在中央补贴资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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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地整合新型经营主体、绿色高效创建、轮作、
秸秆还田等项目资金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关于农机购置补贴，加快专业农机审定，制定改装

农机补贴条例，优化购机或改装补助申领手续，及
时发放补贴资金；关于农机操作，开展公益性农机

操作培训，对农机作业面积大、效果好的服务团队

进行资金鼓励。 农业保险方面，各地政府部门与保

险机构积极磋商，尽快制定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保险条例，确定合理的赔付标准，及时保证农户正

常参保。
（三）优化专门农机设备与服务供给

加快免耕覆秸条件下间作专用播种机与收获

机研制，提升机械质量和作业效果。 除落实农机购

置补贴外，通过开展农机知识宣讲、组织农机货源、
发放小额贷款、强化售后保障等方式，鼓励有条件

的经营主体订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农机，激发

规模户购机需求。 另外，农机跨区作业能有效解决

“有机户没活干、无机户没机干”的现实矛盾，是促

进小规模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的成功实践。 因此，
政府应支持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成立专门的机械

服务队伍，在全国各地种植区域实现轮流机播机

收，以提高技术到位率和农机利用率，增加农机手

收入。
（四）优先提供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

为实现粮油稳产保供的紧迫任务，建议优先为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创造机械化条件。 具体来

说，推进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等项

目建设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倾斜。 对于适

宜种植区，加快土地整合，培育和规范土地流转市

场，引导农户规范手续，稳定经营年限，适当延长流

转期限。 在土地流转阻力大的地区，强化土地托管

服务，避免土地撂荒。 同时，建立与土地制度相匹

配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

户的后顾之忧。 西北地区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摸清未承包到产的集体耕地底数，推进集

体土地积极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五）打通种子供给与产品销售渠道

种子供给方面，一是建立专门的育种体系和种

质资源库，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公益性、基础性

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育种，以加快玉米与

大豆优势组合品种的试验筛选与入库，尤其是中西

部地区适配品种。 二是开通品种审定绿色通道，推
进优势种子及时进入市场。 三是开展种子保供工

作，打通调种渠道，切勿“病急乱投医”。 四是严厉

打击种子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套牌侵权、未审先推

等行为，搭建农户与适配种子公司信息对接平台，
维护购种者权益。 农产品销售方面，建立多元化销

售平台，引导专业市场、公司、小商贩等多元主体有

序参与采购，提升农户市场化销售意识，鼓励开展

订单生产，降低销售成本。
（六）开展多元化推广与多主体示范

技术切不可强制推广，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农户

主动接受。 第一，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对项目

承担全部主体开展座谈或培训指导，强化技术认

知。 各级领导开展座谈，明确技术重要性，提高推

广工作重视度。 邀请专家对农技人员、种植主体培

训和巡回指导，纠正认知误区，提高技术认可度。
第二，组织农户现场观摩学习，在过程中强化认识，
切实消除农户认知误区，并提高技术应用水平。 第

三，挖掘高产典型，发挥高产农户的带动作用，激发

农户技术采纳积极性。 各地应根据实际，选取粮食

公司、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小

农户多元示范主体，带动不同类型农户的种植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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