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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

2015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到 2020年化肥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推动农作物化肥用量持续下降、利用效率不

断提高。“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促进

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

键时期，农业发展进入加快推进绿色转型的新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兼顾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和持续改善环境质量，需要持续推进科学施肥、

促进化肥减量增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有力支撑。

一、现状和形势

各地深入推进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科学施肥理

念不断强化，科学施肥技术不断创新，科学施肥措施不断落

地，为粮食产量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促进种植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是化肥用量连续下降。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推广

应用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农用化肥施用量连续 6年保持

下降。2021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 5191万吨（折纯）、比

2015年减少 13.8%。二是施肥结构更加优化。制定水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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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玉米、油菜等作物氮肥定额用量，分农时分作物发布科

学施肥技术意见，指导科学选肥用肥。氮磷钾施用比例由

2015年的 1:0.53:0.36调整到 1:0.49:0.42，控磷增钾效果明显，

复合化率进一步提高。三是施肥方式不断改进。推广应用高

效施肥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 90%以上，配

方肥占三大粮食作物施肥总量 60%以上，盲目施肥和过量施

肥现象得到基本遏制。四是化肥利用率明显提升。实施一批

重点项目，推广一批科学施肥模式，2021年我国水稻、小麦、

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40%以上，比 2015 年提

高 5个百分点。五是管理机制逐步完善。强化有机肥、微生

物肥等新型肥料登记管理，将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等 7类肥料

由登记改为备案，开展肥料质量监督抽查，加强肥料标准体

系建设，引导肥料产业转型升级。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对化肥减量增效

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稳粮保供任务更重。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推进投入品减量化，

既要将不合理的化肥用量减下来，也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

减量化工作面临新挑战。二是绿色发展要求更高。促进资源

利用集约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发展方式绿色化，是改善生

态环境、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攻方向，加力推进化肥减量

化是必然要求。三是科学施肥需求更迫切。我国农作物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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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不同区域、不同作

物、不同经营主体施肥不均衡还较为突出。化肥品种相对单

一、氮肥磷肥不合理使用、中微量元素缺乏的问题尚未解决。

有机肥资源还田率偏低。面对这些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加

大工作力度，采取综合措施，扎实推进化肥减量化工作。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坚持科研推广管理全行业协同、生产使用评价全

链条推进，加快构建现代科学施肥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和制

度体系，着力科学施肥、精准施肥、绿色施肥，推进机械施

肥、水肥一体、多元替代，加强肥料新产品、新技术、新装

备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施肥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

专业化，实现化肥减量增效和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稳粮

保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强化创新在化肥减量化中的

支撑作用，聚焦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推动科技集成创

新，突破一批重大瓶颈问题，推动科学施肥提档升级。

——科学施肥，多元替代。坚持因土施肥、按需用肥，

避免过量施肥、盲目减肥。科学施用有机肥，推广应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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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推进绿肥种植和秸秆多样化还田，挖掘土壤养分有效

性，减少化肥用量。

——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以粮食主产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和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生态治理压力大的区

域为重点，针对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科技、经济、行政等手

段，统筹推进化肥减量化。

——创建模式，构建机制。加强技术熟化和集成应用，

创建推广一批科学施肥技术模式，积极发展统测统配、智能

配肥、代施代管等农化服务，探索构建施肥定额制、台账制

等长效机制。

——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强化政

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夯实科学施肥公益性基础。充分发挥经

营主体的主力作用，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汇聚化肥减量

化合力。

（三）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以“高产、优质、经济、环保”为导向的现代科

学施肥技术体系，完善肥效监测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公益性

与市场化融合互补的“一主多元”科学施肥推广服务体系，加

快构建完备的化肥减量化法规政策、制度标准和工作机制，

着力实现“一减三提”。

——进一步减少农用化肥施用总量。到 2025 年，氮、

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养分结构更加合理，全国农用化肥施

用量实现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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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有机肥资源还田量。大力推进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有机肥资源得到有效合理还田利用，到 2025

年有机肥施用面积占比增加 5个百分点以上。

——进一步提高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持续推进农户调

查、田间试验、制定配方等基础性工作，到 2025 年全国主

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 90%以上。

——进一步提高化肥利用率。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

和新机具，全面提升科学施肥水平，到 2025 年全国三大粮

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43%。

三、技术路径和区域措施

（一）技术路径

一是“精”，精准施肥减量增效。夯实施肥情况调查、营

养诊断、田间试验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精准制定发布肥料

配方信息，提高配方肥、专用肥施用比例，减少不合理养分

投入。

二是“调”，调优结构减量增效。加大绿色技术和投入品

的研发推广力度，优化氮、磷、钾配比，调整养分形态配合，

促进高效吸收。针对性补施中量和微量元素，减轻缺素症状。

引导肥料产品优化升级，大力推广新型功能性、增效肥料。

三是“改”，改进方式减量增效。改进传统的表施、撒施、

大水冲施等施肥方式，研发先进适用的施肥设备，推广应用

种肥同播机、侧深施肥机等高效施肥机械，配套缓控释肥料

和专用肥料，转变传统施肥方式，减少化肥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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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替”，多元替代减量增效。合理利用有机养分资源，

推进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生物固氮等多元替

代化肥方式，推动有机无机结合。通过耕层调控、微生物活

化等技术，激发土壤养分有效性，替代化肥投入。

五是“管”，科学监管减量增效。健全覆盖肥料生产、使

用、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标准体系，建立健全主要农作物氮肥

施用定额，推行施肥定额制、台账制管理，分区域、分作物、

分农时制定科学施肥指导意见，引导农民把施肥量控制在合

理区间。

（二）区域措施

东北地区。施肥原则：限氮、限磷、控钾，补充钙、镁、

硫、锌、硼、钼等中微量元素肥料。主要措施：实施秸秆还

田和粮豆轮作，增施有机肥；推广机械深施技术，适时适量

追肥；在土壤水肥保持能力强和地膜覆盖种植区，推广一次

性施肥技术；风沙土、酸性土区域补施钙镁肥，土壤 pH值

高、产量水平高、缺锌区域增施锌肥，长期施用氯基复合肥

区域适当改施硫基复合肥或含硫肥料；玉米推广高效缓控释

肥料深施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水稻推广机插秧侧深施肥技术，

适量增施硅肥，大豆、花生推广接种根瘤菌剂，增施硼、钼

等微量元素肥料。

华北地区。施肥原则：减氮、控磷、稳钾，补充硫、镁、

锌、铁、锰、硼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措施：开展周期性深耕

深松和保护性耕作，实施小麦、玉米秸秆还田，合理调控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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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用量；大力推广配方肥和增效肥料，加强小麦水肥耦合、

氮肥后移和“一喷三防”全程配套，提升玉米种肥同播作业

质量，注重周年磷肥调控；大豆、花生推广接种根瘤菌剂，

增施硼、钼等微量元素肥料；蔬菜、果树强化有机无机配合，

推广机械施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控制化肥用量；施用有机

肥和土壤调理剂，发展果园绿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长江中下游地区。施肥原则：分区控肥、调优结构，适

量减氮、控磷稳钾，优化运筹、调整形态，补充硫、锌、硼

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措施：试行氮肥定额制、施肥台账制；

大力推广作物专用肥、配方肥、水溶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等

新型肥料，提高机械深施、秸秆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

术到位率；在适宜区域发展冬闲田绿肥，推广果园、茶园绿

肥种植；油菜基肥深施或种肥同播，适量补充硼肥；注重农

机农艺融合，发展轻简化施肥配套技术，设施农业、果园推

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华南地区。施肥原则：稳氮为主、兼顾减量，减磷补钾，

补充钙、镁、锌、硼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措施：试行氮肥定

额制；大力推广缓控释肥、水溶肥、微生物肥等新型肥料，

提高配方施肥、机械深施、秸秆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

术到位率；注重利用钙镁磷肥、石灰、白云石粉、含硅碱性

肥料等改良酸化土壤，在适宜区域发展冬闲田豆科绿肥；注

重农机农艺融合，发展轻简化施肥配套技术，设施农业、果

园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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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施肥原则：减氮、减磷、调钾，配合施用镁、

硼、锌、铁、钙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措施：粮食作物大力推

广配方肥、专用肥等高效新型肥料，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机

械深施和秸秆还田技术到位率，恢复发展冬闲田绿肥种植；

蔬菜、果树注重有机无机配合，合理施用有机肥料，发展果

园绿肥种植，注重应用新型肥料，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大

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全面控制化肥用量；注重利用钙镁

磷肥、石灰、含硅碱性肥料等改良酸化土壤。

西北地区。施肥原则：以水定产、测土施肥，稳氮、控

磷、调钾，合理配施硫、锌、硒、钼等中微量元素。主要措

施：大力推广缓控释肥、水溶肥、微生物肥等新型肥料，提

高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和秸秆还田技术到

位率；实施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和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

改良盐碱地和沙化土壤；在雨养旱作区推广缓控释肥料和配

方肥，扩大机械深施面积；在灌溉区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推广作物专用肥，控制氮肥磷肥用量。

四、重点任务

（一）测土配方施肥提升行动。强化技术创新和推广服

务，打造测土配方施肥升级版，促进深化提升和推广落地。

打基础。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开展施肥情况调查、营

养诊断、田间试验等基础性工作。加强测土配方施肥数据管

理与应用，及时更新施肥参数，修订养分丰缺和施肥指标体

系，精准制定肥料配方。强服务。创新高效测试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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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营养诊断技术，应用移动互联等手段强化信息服务。探

索作物专用肥套餐制配送、植物营养全程化管理、智能配肥

“云服务”等一体化模式，提升服务能力。促落地。深入开展

农企合作，有效联结肥料生产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

服务组织，鼓励和引导肥料生产企业按肥料配方生产配方肥、

作物专用肥，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融合互补的服务模式，促

进配方肥落地。

（二）“三新”集成配套落地行动。结合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减少化肥用量，提

高利用效率。新技术。强化土壤、肥料、作物三者协同，实

施养分综合管理，因地制宜推广营养诊断、根层调控和精准

施肥等技术，实行有机无机配合，促进养分需求与供应数量

匹配、时间同步、空间耦合。新产品。加强绿色投入品创新

研发，引导肥料产品优化升级，积极推广缓控释肥料、水溶

肥料、微生物肥料、增效肥料和其他功能性肥料，准确匹配

植物营养需求，提高养分吸收效率。新机具。推广应用种肥

同播机、机械深施注肥器、侧深施肥机、喷肥无人机、水肥

一体化设施、有机肥抛洒机等高效机械装备，减少化肥流失

和浪费。

（三）化肥多元替代推进行动。统筹利用有机肥资源，

鼓励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推动有机无机结合。种养循环。

以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为突破口，开展种养对接，以畜禽

粪便等有机废弃物为原料堆沤有机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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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推广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等，促

进有机无机结合。绿肥种植。在光热和水资源适宜的区域，

大力发展绿肥种植和果园生草，采取自然覆盖、刈割覆盖或

翻压还田等方式，增加土壤有机物质投入。秸秆还田。充分

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通过覆盖、翻压、堆沤、生物反应堆

等方式还田利用。合理轮作。优化种植制度，推广花生、大

豆等豆科作物轮作、间套作，接种根瘤菌剂，促进生物固氮。

（四）肥效监测评价行动。构建施肥效果监测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化肥减量化成效。布网点。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等为对象，建立农户施肥情况调查点和肥料使用

效果监测点，创新数据采集手段和机制，开展调查监测，掌

握一手数据。建平台。搭建科学施肥数据管理平台，在深入

挖掘农户调查、测试化验、田间试验、效果监测等数据基础

上，系统整合化肥生产流通等相关信息来源，实现多源数据

融合分析，为科学施肥“云服务”提供支撑。评效果。优化评

价参数，建立部省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科学确定评价方法，

客观评价化肥减量化效果。

（五）宣传培训到户行动。强化肥料知识与施肥技术宣

传培训和推广，促进科学使用。技术培训。组织开展“百县

千乡万户”科学施肥培训行动，采用国家、省、市、县农技推

广部门四级联动，科研教学、行业协会、肥料企业三方互动

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发挥科学施

肥专家指导组和省级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作用，组织开展“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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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联百县”科学施肥指导行动，强化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指导。宣传引导。开

展科学认识化肥作用、促进绿色发展专题宣传，编印科学认

识化肥挂图、化肥合理使用手册、有机肥料施用指南等资料，

征集总结化肥减量化典型案例，在平面媒体和新媒体集中报

道，用真实案例提升宣传效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农村部成立由部领导任组长

的化肥减量化行动协调指导组，部内有关司局和单位负责同

志为成员，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

责具体工作。各省（区、市）成立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领导小组，加强协调指导，推进各项

措施落实。

（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部门指导、省负总责、县

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层层落实属地责任，将化肥减量化的主

要任务分解到年度，细化到重点区域和主要作物，上下联动，

多方协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三）强化法制保障。开展肥料立法调研，积极推进肥

料领域立法。推动肥料管理衔接，有效串联起肥料生产、登

记、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各个环节，构建科学、规范、高

效的肥料行业管理机制。

（四）加大政策扶持。加强与财政、金融、科技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化肥减量化稳定投入保障机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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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粪肥科学还田利用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

效。

（五）强化科技支撑。发挥教学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

行业协会的技术、产品和信息优势，组织开展绿色投入品、

新型施肥技术等研发创新，集成一批技术模式，加快化肥减

量增效技术和成果转化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