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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广秸秆还田对于改善土壤条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仍

较低，地域差异明显。本文旨在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掌握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的现状，理清未来推广的重点和思路。为此，采用实

地调查、文献资料查阅和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首先利用技术参数对我国玉米秸秆的资源总量及其使用结构进行估计，从总体上把握

玉米秸秆的资源状况和还田发展水平;其次依据文献和调研信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应用的

经济环境影响，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分析了现阶段推广该技术面临的主要瓶颈;再次结合美国推广的成功经验，论证了我国未来推

广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的可行性，并明确了未来推广的关键;最后从政策、技术、舆论和调研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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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秸秆还田可以有效改善土壤条件、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了解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的现状、趋势、影响和

面临问题，将有利于我国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推进玉

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的大面积应用。总体来看，现有关于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技术领域，而未能将

技术和经济结合起来，从推广角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文献资料查阅和专家访谈等方法，系统

地对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现状和趋势、影响效果、制约因

素、国际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理清未来推广的重点和思

路，提出未来推广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的措施建议。

1 我国玉米秸秆资源及还田利用现状

1． 1 我国玉米秸秆资源及其分布

在过去 20 多年，随着我国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玉

米秸秆产量也持续增加。2010 年我国玉米产量达到17 725

万 t，以 1． 25 的草谷比系数
［1 －3］

计算( 即每 kg 玉米可获得

1． 25 kg 秸秆) ，当年玉米秸秆产量达到 22 156 万 t，约占我

国农作物秸秆总产量的 28． 57%。

我国玉米秸秆分布呈现北方多、南方少的基本布局。

东北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产区，2010 年该区玉米产量达

5 479万 t，玉米秸秆产量 6 849 万 t，占全国 31%。华北区

是我国第 二 大 玉 米 产 区，2010 年 该 区 玉 米 秸 秆 产 量 达

6 566万 t，占全国近 30%。2010 年，蒙新区、西南地区、黄

土高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区和青藏区玉米秸秆产

量分别为 2 566 万 t，2 436 万 t，2 111 万 t，1 230 万 t，381 万

t 和 17 万 t。黑龙江、吉林和山东是我国玉米秸秆产量最

大的三个省份，其玉米秸秆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13． 1%，

11． 3%和 10． 9%。

1． 2 我国玉米秸秆还田与利用现状

从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来看，总体水平较低，且地

域差异较大。根据我们的估计，2010 年我国约有 3 899

万 t玉米秸秆被直接还田，占玉米秸秆资源总量的 17． 6%

( 见表 1) 。华北地区是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最高

的地区，约有 31% 的玉米秸秆被直接还田 ( 河北、吉林两

地的调研进一步实证了我们的估计。河北石家庄地区，早

在 1995 年就开始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目前，绝大多数农

户能够将玉米和小麦秸秆全量还田。而吉林公主岭地区，

绝大多数农户是将玉米叶在田间焚烧掉，玉米秆收集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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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用作冬季烧炕取暖、做饭燃料。)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为 18%，也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产

区，但该地区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仅为 11． 2%，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比例最低的地区是青

藏高原区和蒙新区，秸秆还田比例不足 10%。

我国玉米秸秆的利用方式多样，主要包括农村生活能

源、饲料化利用、作为工业原料、食用菌基料以及秸秆还田

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同，玉米秸秆利用方

式差异很大( 表 1 ) 。据 2011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对全国

100 多个县的问卷调查结果整理估算，我国约 29． 5% 的玉

米秸秆被用于农村生活能源; 每年约有 26． 4% 的玉米秸

秆被用于牛、羊等食草动物的饲料以及牲畜圈舍铺垫; 约

3． 1%的秸秆用于工业用途 ( 主要加工人造板、一次性餐

盒、以及手工艺品等) 和用作食用菌基料，近年来，用于食

用菌栽培的秸秆量不断上升。目前，我国玉米秸秆用于生

物能源生产的比例还很小，随着技术成熟，用量可能将上

升。

2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应用的利弊分析

从技术试验和国内外技术应用推广的经验来看，玉米

表 1 各地区玉米秸秆资源量及使用结构

Tab． 1 Amount and utilization structure of
corn stalk resources by region

地区

Region

秸秆资源量

( 104 t)
Corn stalk
resource
amount

不同利用方式占比( % )
Corn stalk utilization structure

农村生活能源

Living
energy

饲料化

Feed

工业及食

用菌基料

Industrial

秸秆还田

Return to
soil

全国 22 155． 6 29． 5 26． 4 3． 1 17． 6

华北区 6 565． 6 25． 0 28． 8 4． 6 30． 9

东北区 6 848． 6 26． 5 22． 8 1． 6 11． 2

黄土高原区 2 110． 8 36． 7 31． 4 2． 9 14． 5

蒙新区 2 566． 4 24． 8 33． 6 2． 2 7． 4

青藏区 16． 9 39． 0 35． 9 0． 0 5． 0

长江中下游区 1 229． 9 29． 7 17． 6 7． 8 18． 0

西南区 2 436． 2 48． 7 23． 3 2． 3 13． 6

华南区 381． 4 30． 3 22． 6 2． 1 14． 5

注: 1． 华北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 东北区包括辽

宁、吉林和黑龙江; 黄土高原区包括山西、陕西和甘肃; 蒙新区包括内

蒙古、宁夏和新疆; 青藏区包括西藏和青海; 长江中下游区包括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南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

南; 华南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2． 秸秆资源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文献［3］［4］。
资料来源: 玉米产量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玉米秸秆的使

用结构比例则是作者根据 2011 年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对全国 100 多

个县的问卷调查结果整理而得。

秸秆直接还田在改进土壤质量和提高作物产量方面都有

显著的正面作用，但也存在着降低低温、影响播种、加重病

害等问题，如技术不完善或应用不当，也可能造成一些负

面影响。

首先，玉米秸秆直接还田能够提高土壤质量。在改善

土壤肥力方面，秸秆还田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活

性、改善土壤肥力状况。如与化肥配合施用，能够明显地

提高土壤氮、磷、钾的含量，增加土壤中营养元素的累积，

提高土壤的供肥能力
［5 － 7］。保墒节水方面，秸秆还田能在

强降雨时期延长水分下渗时间、减缓地面径流，同时有利

于减少田间无效蒸发和损失，大幅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和水分利用效率。增加空隙度方面，秸秆还田可以通过影

响表层土壤容重，为土壤疏松创造条件，从而改善土壤通

气状况。缓冲低温方面，利用秸秆的遮光性，使其在温度

升高时仍具有降温作用; 利用秸秆对地面逆辐射的阻挡作

用，使其在温度降低时仍具有保温性。

其次，玉米秸秆直接还田能够增加作物的产量。秸秆

还田有利于增加土壤养分、改善土壤水分，从而直接影响

作物的产量。无论是美国的玛洛试验地 ( Morrow Plots) ，

还是德国的帕·劳斯特( Bad Lauchstadt) 土壤肥力试验地

都证明，秸秆还田配以恰当的条件，都能显著提高作物产

量
［8 － 9］。国内华北地区( 小麦 － 玉米一年两熟) 和东北地

区( 玉米一年一熟) 的很多研究结果也表明，玉米秸秆直

接还田能有效提高作物产量，增产幅度与配合措施和参照

系有关，大致在 1． 34% － 30． 7%［5］。

第三，如果技术得当，玉米秸秆直接还田可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据河南南乐县多年观测总结，连续 2 － 3 年

实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一般能提高单产 20% － 30% 左

右，具体地，南乐县 2010 年亩增加小麦产量 27 kg，亩增加

玉米产量 78． 6 kg，亩增产值 214 元
［10］。此外在秸秆还田

的地块上施用化肥，可较好地发挥化肥的肥效，提高氮肥

利用率 10% － 15%，提高磷肥利用率 20% 左右
［10］。若以

还田后耕地每亩可以少施尿素 7． 5 kg，二铵 7． 5 kg，钾肥

5 kg计算，每年每亩可以少投入 100 元
［11］。据我们在石家

庄的调研，耕地和还田秸秆机械粉碎的费用是每亩 60 元，

如果秸秆由其他人代收则能获得每亩 70 元的收益，因此

秸秆直接还田的总成本为每亩 130 元。因此如果按照秸

秆还田产生 214 元 /亩净收益计算，秸秆还田能获取每亩

84 元的净收益。可见，即使仅考虑增产效应，秸秆还田也

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此外，秸秆还田直接杀死了在秸

秆中栖息或越冬的害虫，降低了虫源基数，减轻了害虫危

害。如果再考虑农产品质量的积极效果和其他生态、社会

效应，还田意义更大。

当然，玉米秸秆直接还田如技术不完善或应用不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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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首先，玉米秸秆腐解过程需要吸

收土壤中原有的氮素、磷素和水分，如果土壤底肥不足和

干旱，较高的碳氮比在秸秆腐烂过程中就会与作物争肥争

水，影响出苗率，不利于培育壮苗和作物生长发育，甚至造

成减产
［12 － 13］。其次，秸秆过长、地温过低、松紧度不当，不

仅不利于秸秆腐解，还会影响出苗和作物生长。如果还田

秸秆切的不碎或形成丝状纤维，会造成秸秆不易腐烂，播

种时拖堆，影响播种质量和出现失墒等问题
［14］。如果玉

米秸秆还田不结合深耕或镇压措施，会造成后茬种子不能

与土壤紧密接触，影响种子发芽出苗、根系发育和对养分

水分的吸收，甚至出现吊根
［10］。第三，秸秆还田使得病原

菌重新回到了土壤中，土壤中病原菌的菌源量积累，加重

了苗期病害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3 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发展的主要瓶颈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的比

例仍较低，且地域差异明显。总体上，当前我国玉米秸秆

直接还田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一是配套技术制约。据调查，限制玉米秸秆直接还田

的技术几乎涵盖生产诸多环节: 机械、育种、栽培、植保等。

尽管很多秸秆直接还田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但仍有一

些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创新性技术储备更需加强。机械

上，除了研发粉碎效果好、损耗率低的收获机械外，需要研

发配套的整地、播种机械，逐步实现精量播种、智能控制、

综合作业、高效节能等机械化操作; 育种上，需要培育穗位

整齐、适宜机械化作业的耐密高产抗倒品种; 栽培上，需要

因地制宜地选择更有效的还田作业流程和技术规范，包括

耕作方式、播种技术和水肥管理等，解决秸秆还田出苗率

低的问题; 植保上，需要解决秸秆还田高升的苗期和土传

病害和杂草防治问题。

二是技术推广制约。目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存

在技术缺乏、农机与农艺不配套等诸多问题，秸秆还田主

要通过项目示范和行政强制来推广，项目示范往往因在农

民前期培训、中期参与、后期效果宣传方面做的不够，致使

效果欠佳; 而行政强制机制常常因农机和农艺归口管理部

门不同，难以协作，且配套机制不健全、设施投入不足而无

法真正被农民认同接受。至于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性耕作

补贴政策，操作管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三是经济收益权衡。在农户层面，尽管秸秆直接还田

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产量，但也面临机械投入和病虫

害防治的成本增加。在国家层面，尽管秸秆还田能够改善

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技术开发推广等的社会成本较

高。同时，保护性耕作抬高了配套成本，竞争性用途增加

了玉米秸秆还田的机会成本。此外，推行秸秆直接还田新

技术的门槛较高，如果没有良好的合作机制和配套措施，

一般小农很难采纳。如北方垄作区，为达到起垄作业要

求，需要使用大马力拖拉机配带秸秆还田机、翻地犁和圆

盘耙进行多次作业，成本高。

四是农民认识与传统耕作习惯制约。农民对新技术

的关注往往更侧重看得到的经济效益，恰恰秸秆直接还田

的经济效益并不直观。调查中发现，提高农民认识仍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秸秆直接还田技术需要改变

传统耕作方式，重新配置机械、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这对

长期形成的传统耕作方式提出了挑战。

五是自然条件与土地制度制约。秸秆腐解需要在合

适的土壤水分和地温条件下进行，水分不足或地温过低都

将减慢秸秆腐烂速度，影响出苗。但在降雨量大的地区，

秸秆覆盖也会造成土壤表层含水量过高。在高纬度地区，

春季日照时间较短，秸秆还田还会导致播种前地温回升过

慢。此外，一些地区土地流转不开为推广大中型机械设置

了障碍。

需要说明，不同地区面临的主要瓶颈不同。东北地区

更多面临着生活燃料的竞争性需求，以及缺乏灌溉条件与

低温导致的秸秆腐解速度慢等问题; 青藏高原区和蒙新区

面临着饲养牲畜对秸秆的强烈竞争性需求问题; 西南地区

面临着秸秆还田引起的局部土壤过涝问题。

4 美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情况及经验

玉米是美国农民秸秆还田作物中面积最大的作物，也

是还田比例最高的两种作物之一( 另一种是大豆) 。根据

美 国 农 业 部 CTIC (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enter) 统计，2008 年美国 10 个玉米生产州玉米秸秆还田

比例约为 45%，其中爱荷华、伊利诺斯、堪萨斯、内布拉斯

加等主产州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 50%［15］。

尽管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玉米秸秆被主要用作加工

饲料、做大牲畜养殖区铺垫( livestock bedding) 等，剩余部

分基本上被烧掉。但这种状况在此后发生了变化: 80 年

代中期开始，联邦政府与玉米主产区州政府联合实施了多

项扶持政策，以积极推动保护性耕作( 包括免耕、垄耕与旋

耕) : 一是出台相关法案鼓励免耕，如 1985 年的食品安全

法案就把鼓励免耕作为一个重要的条款，随后的一些其他

涉农法案也都有相关条款; 二是补贴农民购买保护性作业

的专门机械，三是补贴公司开展适用于保护性耕作的机械

开发与育种研究; 四是由联邦政府出资开展全国范围内的

耕作与植株营养体管理调查; 五是政府在保护性耕作及其

短期与长期的影响方面投入大量经费开展研究。

受此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

民不再 选 择 烧 掉，而 是 把 不 用 的 玉 米 秸 秆 留 在 地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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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1995 年，美国玉米保护性耕作得到了快速推广。根

据 CTIC 统计，1988 年美国 10 个主要玉米生产州，仅有约

20%的玉米生产采用保护性耕作，其中免耕只占 7% ; 但

到 1995 年，41% 的玉米种植采用保护性耕作，其中免耕与

旋耕各占 17% 和 21%［15］。此后十几年，该比例没再发生

太大变化。保护性耕作方式的大范围推广促进了玉米秸

秆直接还田比例的提高。按规定，保护性耕作最少要有

30%的秸秆留在田里，而传统的翻犁式耕作方式中秸秆留

田比例通常低于 15%。

美国经验表明，玉米秸秆还田在推广初期也遇到了很

多阻力，但通过政府干预 ( 主要是补贴) 关键问题得到了

很好解决，玉米秸秆还田得以大面积推广。早期阻力主要

在于秸秆还田的滞后长期效益无法满足农民的即期经济

目标，而补贴政策弥补了农民的即期收益。连贯长期的技

术推广改变了农民对于保护性耕作的认识，实惠最终推动

农民自主地采用该项技术。需要注意，美国经验同样表

明，自然条件的约束很可能会使秸秆还田在成本收益上并

不经济，这类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开展秸秆还田，除非新技

术可以促使成本收益发生逆转。

5 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应用推广的

驱动因素及关键问题

5． 1 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应用推广的驱动因素

目前，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试点推广已经有一定规

模，技术储备也有一定基础，具备了进一步推广应用的良

好基础和物质条件。

( 1) 保护环境和增强地力迫切需要加大推广农作物

秸秆直接还田。目前，秸秆直接还田面临着环保压力和土

肥拉力共同需求。改善农田、农村生态环境和发展可持续

农业已经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众多食品安全问题

需要我国更加重视农产品的质量，积极促进绿色食品的发

展。推行秸秆直接还田技术，严禁露天焚烧，在增加土壤

有机质、培肥地力的同时，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

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必然趋势，更是实现中长期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 2) 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我国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推

广已经储备了较好的技术和经验。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比

较成熟，在民间已经实践多年。而且经过多年技术试验研

究，该技术很多难点也已被攻克，推广应用较为成熟。石

家庄的调研结果表明，该技术已经推广了 16 年，当地专家

和农户对技术本身已没有陌生感。通过多年摸索，很多技

术均已较好掌握: 通过配合施入氮肥解决秸秆反硝化问

题，通过灌溉促进秸秆腐解，通过不同机械和耕作技术解

决秸秆还田后土壤松紧度的问题等等。尽管仍有部分技

术亟待解决，如东北的腐解问题，但对于其他大多数地区，

剩余更多是如何在类似条件地区展开技术推广。

( 3) 现阶段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推广具有良好的政策

环境。在配套设施和技术上，机械和水利是推广还田技术

的两项重要条件。之前实施的农机补贴政策，推动了农业

生产机械化进程，未来只要政策引导合理，积极作用仍将

发挥。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水利问题，也为还田

灌溉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从现实情况看，病虫害植保

和耕作技术等，要么早已实践于农艺生产活动，要么已在

试验室有了深入研究。未来工作是将一些更好的试验室

成功技术推广到农艺生产实践中去。

5． 2 玉米秸秆还田未来技术应用推广关键问题

未来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的推广需要特别注重以

下几个关键问题和制约因素。

( 1) 推广的区域重点。目前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

已在华北大多数区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而在东北地区，玉

米秸秆直接还田的农户比例非常低。未来，既要提高推广

地区的应用效果，更要加快未覆盖地区的推广工作。华北

地区重点是巩固并扩大还田的耕地比例，适宜地区努力做

到不遗漏，也不搞滥竽充数。东北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原

因，侧重做好秸秆堆肥腐解还田; 同时加强秸秆直接还田

示范基地周围地区的推广，由点到面，由面到片，并优先考

虑具备机械和灌溉条件的成熟地区。

( 2) 推广的技术方向。推广技术必须充分结合国内

资源禀赋，确保持久有效。面对水资源匮乏的挑战，保墒

节水型还田技术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利用秸秆自

身的保墒蓄水作用，并结合适合的耕作方式，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该技术能否得到广泛持续应用。具体到区域，华

北地区需要优先解决技术推广后的风险问题，如病虫害植

保以及还田效率效果等问题; 东北地区需要优先解决推广

前的瓶颈问题，如秸秆降解速度和机械供应配套等问题。

同时，需共同探索耕作方式的积极作用。

( 3) 技术推广的主体。秸秆直接还田在起始阶段政

府应该是加强秸秆还田的技术推广和宣传，长期还要让农

户认识到还田的收益。农户采用还田技术，往往投入时间

长，收益小、短期效果不明显、还面临病虫害、出苗率低等

风险，如果不具备完善的配套条件和良好的激励措施，农

户更愿意采取简单的秸秆处理方式: 放火焚烧还田。政府

推动还田技术的好处更为清晰: 秸秆直接还田能够增强土

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改善土壤形状、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等等。

6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玉米产区进一步推进玉米秸秆直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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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现阶段可以从政策支持、技术攻关、宏观舆论宣传、和

微观调研指导等四个方面着手做好这项工作。

( 1) 制订支持政策，建立还田长效机制。明确将秸秆

直接还田保护性耕作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基础保障制

度并长期执行。围绕基础技术研究、技术衔接研究和技术

推广三个方面，完善秸秆直接还田保护性耕作公共政策支

持体系。重点制订并出台机械开发支持政策、秸秆直接还

田配套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东北垄改平补贴政策，探索

和建立补贴机制解决秸秆直接还田滞后效应与农民眼前

利益之间矛盾，研究公共服务政策解决土地流转不开限制

秸秆直接还田推广的问题。

( 2) 加强科研攻关，消除推广技术瓶颈。借助国家农

业产业体系的力量，整合不同部门和环节资源力量，加大

科研攻关。技术上，重点解决秸秆降解速度技术瓶颈，并

攻克降解影响出苗、农机和农艺不配套等难题，加快掌握

精量播种、智能控制、综合作业、高效节能等机械关键技

术，继续探索耕作方式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高

度重视未来保墒节水型还田技术的研究方向。地区上，华

北地区重点解决病虫害植保问题，东北地区重点解决降解

速度慢与出苗率低问题等。

( 3) 做好宣传总结，提高还田推广效果。利用国家农

业产业体系平台，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信息，形成客观科

学的成果总结; 推动政府、学术、企业和农户统一思想，达

成共识。通过对比试验，用科学的数据，如土壤有机质含

量、作物产量、经济效益对比核算，让农民看到秸秆直接还

田的好处。通过现场演示、技术培训、科技下乡等多种形

式，转变农民思想观念，使秸秆直接还田成为广大农民的

自发行为。

( 4) 深入市场调研，了解农户行为需求。及时调研市

场玉米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深入掌握生物制发电技术、秸

秆固化成型技术、秸秆热解气化和生物气化技术、纤维素

降解生产乙醇等技术应用情况，结合还田比例试验结果，

为科学制定还田比例提供决策依据。深入农户，系统科学

调查，在结合农户生活用能等基础上，详细了解其还田行

为需求，并分析其技术选择和采纳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有

效的激励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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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Current Status，Driving Forces and Constraints

LV Kai-yu1，2 QIU Huan-guang1，3 BAI Jun-fei1，3 XU Zhi-gang1

( 1． National Maize Industry Technology R D Centre，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08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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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il fertil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mparing to the status quo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the U． S． ，the return rate of corn stalk in

China is still at a lower level with obvious regional discrepancy．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and to identify the main constrai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tillage technology from both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methods such as field survey，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were

employed． First，the paper estimates the amount and utilization of corn stalk resources in China by using relative technical conversion

parameters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s and use of corn stalks in China． Secon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practices of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on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n environment． The mai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to the extension of such technology are also discussed． Finally，incorporating with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the U． S．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and key constraints to be addressed for extension of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in future China．

Practical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technology，public environment and survey are provided in the conclusions．

Key words corn stalk; direct return of corn stalk to soi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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