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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中国是农业大国，化

肥 作 用 功 不 可 没 。 但 国

内 过 量 不 合 理 施 肥 引 发

资源、环境以及农产品安

全等一系列问题，引起社

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同时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快 速 发 展

和 城 镇 化 进 程 在 不 断 加

快，对肥料产业发展提出

更新、更高的要求，缓控

释肥料节约、增效、省工、

安 全 的 特 点 顺 应 农 业 发

展的需求，已经成为最重

要的新型肥料之一，缓控

释 肥 产 业 的 发 展 对 行 业

的技术进步，国家粮食安

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缓控释肥发展的

历程，可以说经历了不平

凡的十年，十年匠心独运，

中国缓控释肥从小到大由

弱到强。十年砥砺创新，

缓控释肥成为中国化肥行

业创新发展的代表。十年

波澜壮阔，无数行业坚守

者让缓控释肥走入千家万

户，从认知到接受付出艰

辛的努力。缓控释肥发展

的十年是不断提高肥效，

降低成本、增产丰收的十

年 。 这 是 用 事 实 展 现 高

效、环保、节约的行业新现

象，顺应现在行业发展需

要，又代表行业未来发展

方向。

2016是“十三五”开局

之年，目前化肥行业整体

存在产能过剩，需求疲软

等问题，正是需要调整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缓控

释 肥 如 何 谋 划 下 一 个 十

年，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

找到方向，拿出行动。

希望中国缓控释肥全

行业能够不忘初心，坚守

责任。践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进一步加大缓控释肥

推广应用的力度，特别是

粮食作物上的大面积应

用。在实现环境友好保

障、粮食安全两个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

的贡献。

能够持续创新，精益

求精。加大缓控释肥关

键技术和应用技术的研

究 ，开 发 新 一 代 缓 控 释

肥产品，提高性价比，满

足 不 同 地 区 ，不 同 作 物

的需要，为实现化肥零增长和行业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支撑。

加强产业联合共同发展。积极推动产学研用

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产业发展。我们倡导行业企

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开展技术、品

牌、服务、资本等方面的深层合作，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通过大联合实现大发展。

此外，还要注重行业自律，树立形象。牢固树

立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的理

念，严把产品质量关，不制假、不售假、不虚假宣

传，共同营造行业自律良好氛围。

希望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共同携手做缓控释肥

行业发展的践行者和助推者，为推动行业的发展

做出新贡献，聚力向前，再铸辉煌。

不
忘
初
心

聚
力
向
前

编者按 5月 28日，由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金正大集团共同主办的“中国缓控释肥十年

发展峰会暨产业白皮书发布”活动在北京举办。

以 2006年中国第一条年产 30万吨缓控释肥生产线在山东临沭金正大集团建成投产为标志，在短短的 10年间，我国缓控释肥产业经历了科研创新和规模发

展的爆发期，缓控释肥产业从小到大、从“追赶者”到“领跑者”，建成了全球最大缓控释肥生产基地，将被称为“贵族肥料”的缓控释肥普及到农村的田间地头，10

年间累计推广面积约 5.25亿亩，实现节支增收 1100亿元，成就了化肥工业一个“小产品”华丽变身为一个“大产业”的精彩传奇。

在峰会上发布的我国首部缓控释肥发展白皮书，对缓控释肥产业 10年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是缓控释肥 10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天本版将围绕

白皮书内容，回顾我国缓控释肥产业 10年来在关键技术创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大面积推广应用等方面走过的光辉历程。

从左至右分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国务院参事刘志仁、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理事长周竹叶、金正
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共同发布《白皮书》。

从左至右分别为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宏坤、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周长益、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
长何才文、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理事长周竹叶在探讨产业发展。

光 辉 十 年
——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创新发展 10周年回眸

本报记者 左常睿

这注定将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里程碑式

的 事 件 ——2006 年 3 月 4 日 ，山 东 临 沭 金 正 大 集

团，中国第一条 30 万吨缓控释肥生产线顺利建成

投产，我国当年跃居为亚洲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

国。

以此为原点，中国缓控释肥产业拉开了波澜壮阔

的科研创新产业大发展的帷幕。

十年间，建成全球最大缓控释肥生产基地，产销

量超过 2100 万吨，累计推广缓控释肥面积约 5.25 亿

亩，实现节支增收 1100亿元；

十年间，建立了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养分资源高效开发与综

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高端研发平台，

为产业迅猛发展打下坚实的创新基础；

十年间，制定了《控释肥料》国际标准，提升了我

国缓控释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据白皮书介绍，我国缓控释肥研究晚于美国、日

本等其他国家，但是我国缓控释肥产业的发展速度却

远远快于其他国家。整体来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我国缓控释肥发展历程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探索

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阶段。

1970—1980 年是我国缓控释肥料产业的探索起

步阶段，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特点为：产品研发单位少、

产品种类少，未引起行业的重视。

1980—2005 年是我国缓控释肥料产业的初步发

展阶段，在国家科技计划 863支持下，产品研发增多，

研发成果也增加明显。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特点为：研

发主体增多、产品类型增多、开始小规模产业化。

2006 年—至今是我国缓控释肥料产业的快速发

展阶段。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特点为：已经形成比较完

备的产品系列、产品实现产业化。根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5 年，我国缓控释肥产能为 550 万吨，而 2006

年行业产能仅为 110万吨。

在此阶段，龙头企业如金正大集团是缓控释肥产业

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04年11月，金正大集团引进山东

农大5项专利技术，联合开展缓控释肥技术研究；2006

年3月4日，中国第一条年产30万吨的缓控释肥生产线

在金正大建成投产，截至目前金正大集团缓控释肥产能

达到18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金

正大成立了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缓控

释肥相关的发明专利168项，承担“十一五”、“十二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等4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对领军企业在

推动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发展中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认为在这十年中，这些领军企业始终站在科技前

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更是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合本土化

的创新，为中国缓控释肥的研发和推广付出了很多努力。

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山东农大教

授张民说，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着手研究并推出了缓控释肥，并且对缓控释肥技术实

行了封锁。但是，目前我国缓控释肥产业在一批龙头

企业的带领下，多项技术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实

现了赶超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中国已经成为全国最大

的缓控释肥的生产和销售基地。

白皮书披露，2006 年以前，全球缓控释肥产业处

于稳定态势，产能增长不大，主要应用于花卉、草坪园

艺等高端经济作物市场。2006 年之后，随着中国缓

控释肥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缓控释肥产能大幅增

加，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也随之得到了大规模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球缓控释肥产能约 200万吨

左右，而 2014 年产能则增长至 1200 万吨，尤其是

2008—2014年期间产能增长飞速。

领军企业推动产业迅猛发展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化肥

施用量达每年6000万吨（折纯），化肥利用率平均仅33%

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过量、不合理的施肥

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及农产品安全问题，如水体富营养化、

土壤板结、温室效应、农产品品质下降等。对此，农业部

提出到2020年我国化肥产业要实现“零增长”的目标。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周长益认为，在农业转

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化肥的转型升级有重大作

用。目前，我国化肥业面临着发展方式粗放、产能过

剩、结构矛盾突出、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不

高等问题，缓控释肥代表了化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磷复肥工

业协会理事长周竹叶也认为，缓控释肥的绿色、环保、高

效等功能完全符合我国肥料行业结构调整方向。他说，

2006到2016年是我国缓控释肥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年，

这十年中缓控释肥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并

写入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化肥行业的健康发展。

据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何才文透露，自 2013

年“缓控释肥”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以来，农业部把缓控

释肥作为一项新肥料、新技术加以重点推广，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化肥使用量增幅为

0.4%，远低于此前每年 1%以上的增幅，“2020 年要实

现化肥零增长，每年增幅需减少 0.2个点，按目前情况

来看，实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完全有可能。”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缓控释肥研制与产业的发

展，从中央到地方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为

我国缓控释肥产业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

条件和研发环境，更为我国化肥工业领域的技术和产

品创新指明了方向。政策驱动成为缓控释肥快速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白皮书披露，缓控释肥作为一种可提高化肥利

用率的新型产品，可以通过减少化肥的投入达到节约

资源的目的。研究表明，缓控释肥与传统化肥相比，在

施用量减少20%—30%的情况下，作物不会减产甚至略

有增产。2009 年我国农用氮肥消费量 2800 万吨（折

纯），如果以缓控释肥代替传统氮肥，可减少氮投入

560—840万吨，按照平均值700万吨计算，相当于节约

1350万吨标准煤，28亿立方米天然气，82亿度电。

缓控释肥不仅在节约能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同时缓控释肥施用还可有效降低施肥导致环境污

染的潜力，缓控释肥施用一般可提高肥料利用率 50%

以上，这就使肥料中的养分残留于土壤、进入地下及

地表水体、大气的潜力大大降低，达到环境友好的目

的，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支撑。

缓控释肥具有省时、省工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

施肥次数或者只需施肥一次、无需追肥，因此随着农

村劳动力向城市或者其他产业的逐步转移，缓控释肥

越来越多的为农民接受和应用。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说，随着缓控释

肥料大面积推广，既实现了增产增收和农产品品质的提

高，也让农民省工省力省事，可以说缓控释肥解放了中国

不少农民的劳动生产力，让他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化肥产业结构调整重要方向

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发展 10周年撷英

高端科研创新平台——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山
东临沭建成并运行。

2006年 3月 4日，中国第一条 30万吨缓控释肥生产线在金正
大集团顺利建成投产。

缓控释肥大面积应用推广到大田作物取得喜人效果，图为小
麦秧苗对比。

未来 10年，将是我国经济深度调整、行业快速整

合的 10年，也将是化肥行业持续创新、新型肥料高速

发展的 10年，更是行业联合协作、融合发展的 10年。

白皮书预计，假设未来缓控释肥年均复合增长

率在 10%—15%之间，到 2025 年，我国缓控释肥产量

为 755—1126万吨，产值约 211—315亿元。

过去的 10 年，中国缓控释肥产业经历了一个高

速发展时期，同时铸就了中国高端新型肥料的辉煌

之路。今天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又站在新的起点，2016

年正值“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调整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如何谋划下一个十年？

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表示，当前，化肥产业

面临“去产能”和“化肥零增长”的严峻挑战，又面临

以“耕地质量提升”等为主要手段的高效生态农业建

设的难得发展机遇，在互联网+的时代，在高效生态

农业的背景下，化肥行业要想走出发展困境、实现转

型升级，唯有树立联合协作、融合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优势互补、抱团联合发展，才能做强做大，实现

可持续发展。金正大将秉承联合协作、融合发展的

理念，坚持走政产学研联合发展的道路，通过输出技

术、品牌、服务乃至资本，携手与上下游同行企业联

合发展、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

今年以来，金正大加快联合协作、融合发展步

伐，先后收购荷兰缓控释肥生产企业 EKOMPANY

AGRO B.V.公司、德国康朴公司，在海外市场再布新

局，加速国际间技术深度融合。

在峰会上，金正大又与河南心连心、湖北宜化、

双多化工、华鲁恒升、阳煤正元化、天泽煤化工等几

家企业达成协议，通过广泛联合、优势互补建立行业

发展共同体，联手开辟新型肥料的蓝海。此次签约，

金正大通过联合发展促进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化

肥企业的联合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国家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指

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当下，企业作为推动行业科技进

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应有全球战略眼光。

对此，万连步表示，金正大将充分利用技术创新

成果，努力通过输出技术、品牌和服务，致力于与上

游及同行业广泛开展联合协作。

对于未来如何展开联合协作，万连步提出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联合协作：一是利用国家缓控释

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输出缓控释肥技

术，通过与上下游同行企业联合开发、生产以及渠道

合作，持续推动缓控释肥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我

国缓控释肥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利用以色列研发中心输出灌溉施肥系列技

术，通过联合生产、销售水溶肥、液体肥系列产品，推

广以色列水肥一体化及以色列现代农业技术，推动

我国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

三是利用德国研究中心和收购德国康朴公司后

掌握的世界领先的新型肥料生产技术，通过联合生

产、销售世界领先的特种肥料产品，促进行业转型升

级，推动我国特种肥料在全球市场的销售，奠定我国

特种肥料在国际上的地位。

正如由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缓控释肥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

发出的《缓控释肥行业发展倡议书》中强调的那样，未

来10年，缓控释肥全行业需要凝心聚力，找到方向，拿

出行动。行业企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要加强合作，

开展技术、品牌、服务、资本等的深层合作，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共同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金正大：布局缓控释肥产业发展下一个十年

与国际缓控释肥料相比，我国缓控释肥最大的特

点之一就是缓控释肥广泛用于大田作物，不仅对粮食

增产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也让缓控释肥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其作用。

据有关专家测算，2015 年我国缓控释肥产量为

330 万吨，90%用于大田作物，5%用于花卉、草坪，5%

用于出口，按照这个比例来测算，我国缓控释肥用于

大田作物的量为 300万吨，15万吨用于花卉、草坪，15

万吨用于出口。稳定性肥料消费量在 200万吨左右，

产需平衡，几乎全部用于大田作物。

缓控释肥等新型肥料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试验示范工作，图为
金正大科研人员在田地进行小麦产量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