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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膜回收行动方案 

为加快推进农膜回收利用，防治农膜残留污染，提高废

旧农膜资源化利用水平，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开展农膜回收行动的必要性 

随着农膜用量和使用年限的不断增加，在局部地区造成

“白色污染”，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农

膜回收行动，十分紧迫和重要。 

（一）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2015 年，我国农膜用总量

达 260 多万吨，其中地膜用量为 145 万吨，全国农膜回收利

用率不足 2/3。残膜弃于田间地头，被风吹至房前屋后、田

野树梢，影响村容村貌。推进农膜回收，生产再生塑料制品，

变废为宝，有利于资源节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二）耕地资源保护的需要。近年来，覆膜农田土壤均

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部地区亩均残膜量达 4—20 公斤。

残留地膜破坏了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

导致农作物减产。推进农膜回收，有利于防治农田土壤残膜

污染，保护宝贵的耕地资源。 

（三）农业提质增效的需要。地膜残留降低播种质量，

阻止农作物根系生长，影响水分和养分吸收。棉花中混入残

膜，导致商品性变差，效益下降。推进农膜回收，有利于提

升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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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以西北为重点区域，以棉花、

玉米、马铃薯为重点作物，以加厚地膜应用、机械化捡拾、

专业化回收、资源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完善扶持政策，加强

试点示范，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回收机制，推进农膜回收，

提升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水平，防控“白色污染”，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是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条件、资

源禀赋和地膜使用特点，分区域、分作物推广地膜残留污染

治理措施。 

二是典型引领，重点推进。在重点区域选择用膜大县，

推进地膜回收环节补贴，构建捡拾回收加工体系，集中打造

一批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发挥示范效应。 

三是多措并举，严格防控。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标准规

范，强化源头防控，推进机械捡拾，综合施策，严防严控农

膜污染。 

四是政府引导，多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

动地膜生产销售企业、农业生产经营者、回收利用企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共同推进农膜污染防治工作。 

（三）行动目标  

2017年，在甘肃、新疆和内蒙古启动建设100个地膜治

理示范县，通过2—3年的时间，实现示范县加厚地膜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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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使用、回收加工体系基本建立、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

以上，率先实现地膜基本资源化利用。到2020年，全国农膜

回收网络不断完善，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农膜回收利

用率达到80%以上，“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三、重点任务 

（一）推进地膜覆盖减量化 

加快地膜覆盖技术适宜性评估，推进地膜覆盖技术合理

应用，降低地膜覆盖依赖度，减少地膜用量。加强倒茬轮作

制度探索，通过粮棉、菜棉轮作，减少地膜覆盖。示范推广

一膜多用、行间覆盖等技术。 

（二）推进地膜产品标准化 

推动地膜新国家标准颁布实施，地膜厚度标准由

0.008mm 提高到 0.01mm，增加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从

源头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严格地

膜标准执行，严禁生产和使用不合格地膜产品。各地推动出

台地膜地方标准，推进 0.01mm 以上加厚地膜应用。 

（三）推进地膜捡拾机械化 

加快地膜回收机具的推广应用，加大地膜回收机具补贴

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将地膜回收作为生产全程机械化的

必需环节，推动组建地膜回收作业专业组织，全面推进机械

化回收。加强地膜回收机具研发和技术集成，推动形成区域

地膜机械化捡拾综合解决方案。 

（四）推进地膜回收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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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地膜回收加工的税收、用电等支持政策，扶持

从事地膜回收加工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企业，推动形成回收

加工体系。引导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开展地膜回收，推动地膜回收与地膜使用成本联动，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 

四、区域重点及技术措施 

（一）西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山西和内

蒙古中西部。该区域年降水量小于 400mm 的干旱、半干旱

农业区以全膜覆盖技术为主，年降水量 400mm 以上的地区

以半膜覆盖技术为主，地膜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干旱和增加

地温。该地区主要覆膜作物为棉花、玉米、马铃薯。棉花：

新疆棉区全面推广使用 0.01mm 以上的加厚地膜，发展地膜

回收农机合作社，推进地膜机械化捡拾回收。玉米：甘肃旱

作玉米区全面推广使用 0.01mm 以上的加厚地膜，建立人工

捡拾专业服务队，示范推广机械化捡拾回收，培育专业化回

收企业，提高回收效率。马铃薯：全面推广使用 0.01mm 以

上的加厚地膜，在做好人工捡拾回收的基础上，部分地区示

范应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和机械化捡拾回收。 

（二）东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

（市）。在该区域年降水量 400mm 以上的旱作农业区，主

要使用半膜覆盖技术，年降水量 400mm 以下的地区主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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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膜覆盖技术，地膜的主要作用在于早春增温防旱。该地

区大田主要覆膜作物为玉米、花生。玉米：突出地膜使用减

量化，探索实施地膜使用区域适宜性评价制度，推广生育期

短、地膜依赖度低的玉米品种，逐步减少地膜覆盖面积。花

生：推广应用 0.01mm 以上的加厚地膜，重点采取机械化回

收作业的方式推进地膜捡拾回收。 

（三）华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该区域主

要使用半膜覆盖技术，地膜的主要作用在于早春增温保墒防

草。该地区主要覆膜作物为棉花、花生、蔬菜。棉花：突出

地膜使用减量化，推广工厂化育苗和机械化移栽，减少地膜

覆盖面积。花生、蔬菜：推广应用 0.01mm 以上的加厚地膜，

重点采取地膜机械化捡拾回收，部分蔬菜种植区开展全生物

可降解地膜示范应用。 

（四）西南地区 

该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

南西部。在该区域主要使用半膜覆盖技术，高山冷凉、季节

性干旱严重的地区使用全膜覆盖技术，地膜主要作用在于早

春增温防草。该地区主要覆膜作物为烟草、玉米。烟草：全

面推广应用 0.01mm 以上的加厚地膜，落实烟草企业地膜回

收责任，在重点推动人工回收作业的同时，推进小型机械化

捡拾，部分地区可推广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玉米：在大

力推动捡拾回收的基础上，突出地膜使用减量化，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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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膜（两）多用技术。 

五、重点工作 

（一）建设回收利用示范县 

在甘肃、新疆、内蒙古 3 个重点用膜区，以玉米、棉花、

马铃薯 3 种覆膜作物为重点，选择 100 个覆膜面积 10 万亩

以上的县，建立以旧换新、经营主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

加工企业回收等多种方式的回收利用机制，整县推进，形成

技术可推广、运营可持续、政策可落地、机制可复制的示范

样板。 

（二）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在甘肃、新疆选择 4 个县探索建立“谁生产、谁回收”的

地膜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试点，由地膜生产企业，统一供膜、

统一铺膜、统一回收，地膜回收责任由使用者转到生产者，

农民由买产品转为买服务，推动地膜生产企业回收废旧地

膜。 

（三）加强科技创新 

依托国家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创新联盟和农业部农膜

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重点开展残膜捡拾、加工利用、残膜

分离等技术和设备研发。继续在 13 个省（区、市）选择试

验示范点，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和非降解地膜对比试验，

鼓励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快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研发和推广

应用。 

（四）推动政策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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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地膜新标准、农用地膜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加

强对农用地膜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环节监管。推广

甘肃、新疆“5 个 1”综合治理模式。推动对符合条件的地膜回

收机具敞开补贴。研究制定地膜回收加工的税收、用电等支

持政策。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管理 

农业部加强对农膜回收行动的指导，定期调度进展，协

调指导落实。各省成立由农业厅（局、委）分管负责同志任

组长的推进落实领导小组，推进各项措施落实。示范县成立

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实施领导小组，明确责任、搞

好服务、确保实效。 

（二）强化科技指导 

各地要组织专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切实可行的农膜回

收技术方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示范推广，为

农膜回收行动提供全程科技服务。加强对农膜回收专业化服

务组织的技术指导，科学推进农膜回收、加工、再利用社会

化服务。 

（三）强化监测考核 

加强地膜应用和残膜污染的基础数据统计工作，进一步

完善农田残留地膜污染监测网络，开展地膜残留调查和回收

利用率测算，推进农膜回收利用绩效考核。建立农田残膜监

测与调查点，构建底数清楚、可考核的数据统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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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宣传引导 

总结宣传各地的好做法、好技术、好经验，相互借鉴，

推进交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加

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各级政府及广大农民

对农膜回收行动的认识，引导规范农民使用加厚地膜、积极

参与地膜回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一、开展农膜回收行动的必要性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行动目标
	（一）总体思路
	（二）基本原则
	（三）行动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推进地膜覆盖减量化
	（二）推进地膜产品标准化
	（三）推进地膜捡拾机械化
	（四）推进地膜回收专业化

	四、区域重点及技术措施
	（一）西北地区
	（二）东北地区
	（三）华北地区
	（四）西南地区

	五、重点工作
	（一）建设回收利用示范县
	（二）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三）加强科技创新
	（四）推动政策体系建设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管理
	（二）强化科技指导
	（三）强化监测考核
	（四）强化宣传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