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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肥工业的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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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 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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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化肥工业取得了长足进展
,

到 1 9 9 3 年全国已建成化肥生产能力 2 7 8 0 万吨(纯养分
,

下同)
,

其中 N 2 0 8 7万吨
, p

:
o

,
6 7 3 万吨

,
K

:
0 2 0 万吨

,

以及配套的磷矿 一, 2 5 万吨 (以含 p
:
o

,

3 0 % 计)
,
硫铁矿 一1 7 1 万吨(以含 5 3 , % 计 )

。 一9 4 9
一

9 9 3 的 4 呜年间累计施用化肥 3 5 0 , 6 万

吨
,

其中国产化肥 2 9 。, 7 万吨
,

进 口化肥 8 , 9 , 万吨
,

国产占 7 6
.

4%
。

我国化肥必需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

估计 2 0 0 0 年可能需要 4 2 0 0 万吨
。

应该主要立足国 内

发展
,
进 口 只能是辅助性的

。

目前我国化肥产地养分水平为 2 6
.

5%
,

与国外平均 40 %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

希望 2 0。。年

可以达到 32 %
,

因此在化肥品种上应注意发展高浓度品种
,

但对某些传统品种
,

如普钙和碳

铁
,

因为它仍有一定的优点
,

也应予以适 当注意
。

此外
,

我国化肥工业应进一步节能降耗
,

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

关锐词 中国
,

化肥工业

中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以占世界 7外 耕地面积养活了 占世界 21
.

5多 的 人

口
。

农业的增产要依靠多种因素
,

按物质投人要素对形成农业综合生产能刀的贡献率大

小排序
,

其顺序是灌溉一化肥一 良种一农机 一役畜一农药一农膜
。

实践证明
,

化肥对农业

的增产起着十分主要的作用
。

联合国粮农组织 (F A O )根据国外多年的统计资料表明
,

在

提高单产中
,

化肥对增产所起的作用约占 40 一60 汤
。

我国农业部门也认为在 40 多左右
。

从 1 9 4 9一 1 9 9 3 年的 44 年间
,

国家和地方化肥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十分高度的重视
,

累

计投人了 , 82 亿元
,

建成化肥生产能 力 2 7 8 0 万吨 (纯养分
,

下同 )
,

其中 N 2 0 8 7 万 吨
,

P
Z O , 6 7 3 万吨

, K 2
0 2 0 万吨 ; 以及配套的磷矿 1 5 2 8 万吨(以含 p : O , 3 0 汤 计 )

,

硫铁矿 1 1
.

7 2

万吨 (以含 53 5多 计 )
。

44 年间
,

我国累计施用化肥 3 8 0 5 6 万吨
,

其中国产化肥 2 9 0 5 7 万

吨
,

进 口化肥 8 9 9 9 万吨
,

国产化肥占了 76
.

4 多
,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目前
,

全国共有县以上化肥厂 15 6 5 个
,

其中氮肥厂 9 巧 个
,

磷肥厂 5 3 , 个
,

钾肥厂 1

个
,

复合肥料厂 “ 个
,

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区
。 19 9 3 年

,

化肥产量为 19 5 7 万吨
,

其中 N 1 5 2 8 万吨
,
P

20 ,

41 7 万吨
, K 2 0 12 万吨

,

仅次于美国
,

居世界第二位
。

磷矿产量

2 151 万吨
,

硫铁矿产量 1 , 2 2 万吨
。

职工有 1 3 6 万人
,

产值达 4 30 亿元
。

中国的化肥工业

已经形成了一个大中小厂相结合
,

布局比较合理
,

原料基本立足国内
,

品种和数量能够满

足农业大部分需要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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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立足国内解决农业对化肥的需要

(一) 2 0 0 0 年中国化肥需求 t 预测

根据农业部门预测
,

中国 2 0 0 0 年的化肥总需求量 为
: 3 3 5 0一 3 5 0 0 万吨(纯养分 )

,

其

中 N 1 9 4 0一 2 0 3 0 万吨
,

PZO , 8 3 0一 8 7 0 万吨
, K z

O 5 8 0一6 0 7 万吨
。

作者从近 15 年来化肥实际施用量的增长趋势分析
, 19 7 8 年施用化肥量 8 84 万吨

,

而

1 9 9 3 年上升到 3 巧 l 万吨
,

15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的绝对量为 1 51 万吨
,

按此推算
,

2 0 0 0

年应需化肥 4 2 0 0 万吨
。

从化肥施用量的递增速度看
,

近 巧 年(1 9 7 8一 1 9 9 3 )的年平均递

增速度为 8
.

8务
,

而近 10 年(1 9 8 4一 19 9 3 )为 6
.

6务
,

即使按农业平均发展速度 4 界 计算
,

需

要量也接近 4 2 0 0 万吨
。

如果按 2 0 0 0 年中国人 口 达到 12
.

8 亿人
,

人均占有粮食 40 0 公斤

计
,

必须比 19 9 3 年增产粮食 5 0 0 0 万吨以上
,

以化肥与粮食的迥归斜率 1巧 计
,

也需再增

加化肥 10 0 0 万吨
。

综合以上分析
,

中国 2 0 0。年的化肥需求量 可能要在 4 2 0 0 万吨左右
。

原因是
:
(l) 中国的施肥水平仍较低

。

如 1 9 9 0一 19 91 年
,

世界平均每公顷耕地施肥量为

1 01
.

9 公斤
,

而中国同期为 2 70
.

8 公斤 ; 如按播种面积计算
,

由于中国的复种指数为 155 外
,

则为 1 74
.

6 公斤 /公顷
,

但我国实际耕地面积要高 30 多以上
,

加上国外休耕地较 多
,

所以实

际上的施肥水平只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但 同年中国平均粮食单产为 3 9 3 0 公 斤 /公 顷
,

而比世界 (2 7 6 3 公斤 /公顷 )高 42 务
。

(2 ) 目前中国粮食作物用肥量约占总肥料消费量的

75 多
,

而今后经济作物
、

畜牧业饲料
、

海产品养殖业
、

淡水养鱼
、

速生丰产林
、

牧草等都将大

量用肥
,

而且增长速度很快
。

据农业部门预计
,

到 2 0 0 0 年
,

这些新兴的用肥行业将占化肥

用量的 40 多 以上
。

(3 ) 从化肥的增产效果来看
,

50 年代初
,

每公斤纯养分可增产粮食

巧 公斤
。

随着用肥量增加
,

报酬率相应递减
,

70 年代时降 到 8一 10 公 斤
。

根 据 近 5 年

( 19 8 9一 1 9 9 3 )来粮食总产量 (刃 与化肥总投人量 (幻 的数据推导 出来的回归方程式为
:

y 一 5. 0 1 7 x + 2 9 7 8 3 。

按粮食用量占 75 多 计
,

每公斤纯养分只能增产粮食 6
.

6 公斤
,

处于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 N DI O ) 所认为的 5一 10 公斤的下限
。

其原因
:
一是未 能 科 学

地平衡施肥
,

我国土地面积大
,

土壤类型复杂
,

复种指数高
,

作物品种多
,

轮作制度复杂
,

气

象条件不同
,

要求根据土壤
、

作物
、

化肥实行测土施肥
、

养分平衡施肥
、

深施等针对性很强

的施肥技术
,

提高施肥报酬
。

被国家列为农业生产技术推广项目的
“

优化配方施肥技术
”

平均可增产 8一 巧 务
,

但只 推广 6
.

, 亿亩
,

占总播种面积的 30 关 ; 二是化肥利用率低
,

氮肥

为扣一 35 多
,

磷肥为 10 一 20 多
,

比国际先进水平低 10 汤 左右 ;三是地区施肥水平极不平

衡
,

三分之二的化肥集中施于高产的山东
、

河南
、

江苏
、

四川
、

河北
、

湖北
、

安徽
、

广东
、

湖南
、

广西等 10 个省区
,

而一些能充分 发挥肥效水平的中低产地区却未能施用到足够的化肥
。

(二 ) 确立化肥要立足国内的发展方针

根据资源
、

资金等客观条件的可能
,

今后仍然要坚持 80 务 左右的化肥立足在国内生

产
,

20 外左右的化肥可以通过进 口 ,

如钾肥
、

复肥以弥补国内化肥数量的不足和氮磷钾

比例的不平衡
,

原因是 :
(l) 即使恢复我国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后

,

国产化肥在经济

上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

如尿素进 口的到岸价为 巧 0 美元 /吨
,

进 口成本为 16 7 0 元 /吨
,

如免征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则为 1 4 4 0 元 /吨
。

而国内大型厂成本一般不超过 1 100 元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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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中小厂不大于 1 2 0 0 元 /吨
。

磷钱到岸价为 20 2 美元 /吨
,

进口 成本为 2 2 1 , 元 /吨
,

免税

后为 1” 1 元 /吨
。

而国内中小磷按厂成本一般不大于 1 7 0 0 元 /吨
。

氯化钾到岸价 为 1 15

美元 /吨
,

进口成本为 13 0 3 元 /吨
,

免税后为 1 1 30 元 /吨
。

而国内青海钾肥厂的出厂价不

大于 80 0 元 /吨
。

(z) 我国是农业大国
,

化肥需要量很大
。 1” l 年是进 口化肥最 多的 一

年
,

进 口量达 9 45 万吨
,

用去外汇 33
.

5 亿美元
。

我国外汇收人有限
, 1 9 9 3 年也只 有 9 18

亿美元
,

因此能够由国内生产而且又不高于国际价的化肥产品
,

应该坚持立足国内生产
。

(3) 19 9。一 1” 1 年
,

世界化肥产量为 1 4 4 0 6 万吨
,

但进人国际市场的化肥贸易量仅 4 7 8 2

万吨
,

其中 N 18 9 7 万吨
,

p 2 0 5 9 9 7 万吨
,

K ZO 15 5 5 万吨
。

在氮肥和磷肥的国际贸易中
,

中国占了四分之一以上
,

钾肥占 13 并 ; 印度进 口的磷肥和钾肥大约占世界总量的 9并
。

因

此中印两国在国际化肥贸易中起着价格的主导作用
,

供求关系的变化往往导致化肥价格

大幅度的升降
。

如 1 9 93 年 7 月
,

黑海尿素的离岸价(F o B )降到了 75 美元 /吨
,

到 1 9 9 4 年

7 月涨到 120 美元 /吨
。

历史上
,

由于能源危机
,

19 7 5 年欧洲尿素的 F O B 价曾高达 30 2

美元 /吨
,

美国磷铁的 F O B 价达到过 38 6 美元 /吨
。

完全依靠进 口 ,

风险较大
。

(三 ) 发展化肥工业需要巨大的投人

目前各种类型化肥厂建设需要的投资见表 1。 预计 2 0 0 0 年前至少要增加化 肥 能 力

70 0 万吨
,

按每吨养分平均投资 13 0 0 0 元计
,

约需 1 0 0 0 亿元
,

是 目前化肥工业投资水平的

一倍
。

化肥厂建设投资估计
T a b le

表 l

E s t im a t e d e a P ir a l e o s t fo r fe 金t iliz e r P la n r s C hin a

化 肥

F er t i li名e r

养分含量(% )

N u t r ie n t s

生产能力

(一0 0 0 t/ y e a r )

C a P a e it y

总投资(十亿元)

T o t a l in , e s t m e n t .

b illio n

每 吨养分投资
(元 /吨 )

R a w m a t e r ia ls
In v e s t m e n t

C O D te n t Y u a n / t n u r r i
e n t

尿素 (N )

U R E A

1 7

0 8

6 8

9 0 0 0

1 2 5 0 0

15 0 0 0

重钙 (P
:
0 ,

)
T SP 磷矿

,

硫铁矿 1 3 0 0 0

孤化钾 (K
:
0 )

K C I 卤 水

磷酸二按
D A P

1 8一 4 6一 0 磷矿
,

硫铁矿
,

氨 1 7 0 0 0

注 : 磷肥和复合肥料中均包活原料 磷矿
、

硫铁 矿和氨的投资
。 1 吨 P

:
O

,

需要 3
.

, 吨磷矿和 3 吨硫铁矿
。

当 2 0 0 0 年化肥能力达到 3 5 0 0 万吨
,

产量 为 2 8 0 0 万吨时
,

国产化肥可以满足农业部

门提出需要量的 80 多
。

如按作者预计的 4 2 0 0 万吨
,

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三分之二
。

二
、

调整品种
、

结构适应农业需要

目前
,

我国化肥中所含养分的平均含量 为劝
.

5 多
,

其中氮肥平均含 N 为 29 务
,

磷肥含

PZ
O

,

为 16 务
,

高浓度化肥(> 30 并)仅 占 37 %
。

而国外化肥养分平均含量高达 40 %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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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批高浓度肥料(尿素
、

重过磷酸钙
、

磷钱)装置建成后
, 2 0 0 0 年我国化肥养分平均含量

可望提高到 32 多
,

其中氮肥预计可达到 34 外
,

磷肥达到 24 务
,

高浓度肥料将 占 60 外左

右
。

(一 ) 氮肥

尿素
: 含 N 46 并 是今后氮肥发展的主要品种

。

目前有 10 套 义 万吨 /年尿 素 大 型

装置在建设中 ; 8 32 个小氮肥厂中有 1 4 3 个厂将由碳铁改为年产 4一 6 万吨尿素
,

目前有

81 个厂已经建成
。

第一个月流化床生产的年产颗粒尿素 52 万吨的海南天然气化肥厂 即

将开工兴建
,

届时可以生产 2一 4 m m 标准颗粒
, 2

.

8 3一 5
.

“m m 以及 4一sm m 大颗 粒 尿

素
,

和一般用造粒塔生产的粉粒状尿素相比
,

在深施时肥效可提高 10 务
,

并为今后发展掺

混肥料
、

森林施肥创造了条件
。

国外的售价
,

颗粒尿素每吨相应要贵 10 美元
。

硝酸钱
: 含 N 34 并

,

在低温地区的旱田上施用比尿素效果好
。

但 由于投资 比 尿 素

高
,

而且不适于水田施用
,

将不再着力发展
,

基本维持现有产量
。

T a b le

表 2 1 , , 3 年氮肥品种及产t

V a r ie t ie s a n d o u tPu t o f N fe r tiliz e r s Pr o d u ‘e d in 1 9 9 3

N 肥
N f e r t iliz e

产 量(万 吨)
o u tP u t

相 对 %
R e la t iv e

%

N 肥
N fe r tili: 。 r

产且 (万吨 )
o u tP u t

相 对 %
R e la t iv e

%

一,闰了�吕,翻
.

⋯
几,�UO�曰10

�”�自.二

按按硝硫尿 素

氯 化 按

碳 按

磷 按

其 他

6 0 8
。

4

5 0
。

7

7 7 6
。

7

1 0
.

2

2
。

8

3 9
。

8

,

::: 硝酸磷肥

“
·

i
0

一

Z

, 4
。

3

1 0
。

7

1 2
。

0

3
。

0

1 5 2 8
。

8

水氨 计总

氯化钱 :
含 N 25 多

,

含有氯根
,

对很多作物不利
。

今后只是在采用联合法生产纯碱

时联产一部分
,

不会有大的增加
。

硫酸钱 : 含 N ZI 多
,

可以补充土壤中硫的不足
。

但我国硫资源缺乏
,

今后不会专门

组织生产
,

只是作为副产品 ( 如己内酸胺生产 )或尾气回收 ( 如焦炉气
、

硫酸)生产一部分
,

数量也不会有大的增加
。

碳酸氢按 : 含 N 17 并
,

是我国独创的氮肥品种
。

优点是工艺简单
,

能耗和成本均较

低
。

但养分不高
,

又易分解挥发
,

氮的利用率只有 30 多 左右
。

作为基肥使用
,

仍不失为较

好的肥料
,

特别是加人十五烷基磺酸氯石
,

降低了产品分解速度
。

目前
,

碳钱占氮肥产量

的一半
,

比重偏高
,

部分工厂将进行改造
,

到 2 0 0 0 年时使碳钱占氮肥产量维持在 30 务左

右
,

绝对量也将比现在减少 20 务
。

液氨
:
含 N 82

.

3并
,

是氮肥中浓度最高的品种
。

和固体氮肥相比
,

投资可减少三分

之一
,

肥料和施肥成本均可降低 30 外
,

并可使作物增产 10 一巧 外
,

提高氮利用率 5关
。

新

疆石河子和北京通县正在进行试验推广中
。

19 9 3 年氮肥品种及产量见表 2 。

(二 ) 磷肥

普通过磷酸钙 (简称普钙 )
,

是一个有百余年 历史的老产品
,

其中所含的硫酸钙可以补

充土壤中硫的不足
。

钙镁磷肥
,

是我 国独创
,

用高炉法生产的一种含有 磷
、

硅
、

钙
、

镁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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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营养元素的磷肥
。

两者共占磷肥产量的 90 务
,

肥效均得到了肯定
,

投资和成本均较低
,

对 磷矿品质要求也不高
,

但含 Pz O
,

仅 12 一 18 拓
,

养分太低
,

今后一般不再建新厂
,

保持

现有水平
。

重过磷酸钙 (简称重钙 ): 含 PZ
O

,

46 多
。

比磷钱节省硫酸
,

但要求磷矿的反应 活 性

高
,

经济效益较差
。

现有和在建的 10 一 80 万吨 /年大中型厂 5 个
,

实物能力共 2 01 万吨 /

年 ;另有 3 个年产 4 万吨的小型重钙厂 ; 合计实物总能力 2 13 万吨 /年
。

今后不会有大的

发展
。

磷钱 :
分为磷酸一按 (M A P ,

含 N 10 一 12 外
,

P ZO , 4 4一 48 并)
,

和 磷酸二钱 (D A P
,

含 N 18 多
, PZO ,

46 多)两种
,

总养分含量 60 务 左右
,

受到广大农民欢迎
,

是今后发展的重

点
。

现有和在建的年产 12 一 48 万吨大中型磷钱厂 10 个
,

实物能力共 2 12 万吨 /年 ; 另有

8 1 个年产 3一 6 万吨的小磷按厂
,

实物能力共 2 55 万吨 /年 ;合计共 4 67 万吨 /年
。

表 3

T a b le 3 V a r ie t ie s a n d

1 9 9 3 年磷肥品种及产量
o u tPu t o f P fe r t i liz e r s P r o d u e e d in 1 9 9 3

P 肥
P fe r tiliz e r

产 量(万吨 )
O u tP u t

相 对 %
R e la r i

v e

%

普 钙

钙镁磷肥

硝酸磷肥

3 0 7
。

8

7 0
。

4

5
。

5

2 4
。

2

5
。

1

3
。

8

4 1 6
。

8

7 3
。

8

1 6
。

9

l
。

3钙按重磷

他计其总

硝酸磷肥
:
含 N 13 多

,

Pz O , 2 7多
。

既利用了硝酸的化学能来分解磷矿
,

最后又作为

养分留在肥料中
。

但工艺流程长
,

对矿石要求高
,

暂不发展
。

现有 3 个厂
,

实物能力 120

万吨 /年 ;其中山西化肥厂能力 90 万吨 /年
,

为世界最大装置之一
。

19 9 3 年磷肥品种及产量见表 3o

(三 ) 钾肥

氯化钾 : 含 K 20 60 多
,

占钾肥产量的 90 外
。

青海钾肥厂采 用浮选法生产
,

能力 20

万吨 /年
。

拟引进冷结晶法技术
,

扩建 80 万吨 /年
。

硫酸钾 : 含 K 2
O 50 多

。

国内产量很少
,

每年进口 实物 50 万吨
,

预计 2 0 0。年要 150

万吨
。

为了满足烟草等忌氯作物用肥的需要
,

今后将建设一批 , 一 10 万吨 /年硫酸 钾 装

置
。

硝酸钾 : 含 N 13
.

5 %
,

Kz O 44 一朽多
。

是近 20 年开始兴起的一种肥料
,

对土壤不会

造成盐类的积累
,

可以改善敏感忌氯作物的品质
。

目前我国尚未大量生产
,

将规划安排建

设
。

其他含钾肥料
,

如磷酸二氢钾
,

含钾钙镁磷肥等均有少量生产
。

(四 ) 氮磷钾复合肥料

多种养分结合的复(混 )合肥料
,

由于养分并存
,

可以产生联应效应
,

相互促进被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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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

成为当今国外化肥品种发展的主要方向
,

一般均占肥料总产量的 60 多 以上
。

我国

农业部门曾要求能达到 30 多 以上
,

但 目前只有 10 多
。

目前除一些大中型磷铁厂可 以生产 N
、

P
、

K 复肥厂外
,

全国还有 14 0 。多个年产 2一 ,

万吨实物的小复肥厂
,

主要是采用团粒法
,

养分含量 > 25 多
,

个别厂生产 朽 多(巧一 15 一

15 )
,

根据不同作物(烟草
、

玉米
、

小麦
、

蔬菜
、

果树
、

花卉
、

西瓜)
,

生产不同配比的几十种专

用肥 ;年实物产量约 4 60 万吨
。

掺混法生产
,

目前只有广州黄埔一家
,

能力为 18 万吨
。

(五 ) 其他肥料

液体悬浮肥料
,

由于我国目前农业尚未进人集约化大生产阶段
,

没有考虑安排
。

微量 元素(硼
、

锌
、

铂
、

锰
、

铜
、

铁 )肥料
,

简称微肥
, 王9 9 3 年产量 为 4 6 3 7 0 吨 (实物 )

,

农

业部门提出 19 9 5 年的需要量为 4
.

, 万吨左右
。

稀土肥料
,

即含有斓系元素和杭
、

忆等 17 种稀土元素的肥料
, 19 9 。年全国施用面积

为 5 60 万公顷
, “

八五
”

将推广 13 0 0 万公顷
。

目前正在一批小氮肥厂中安排 建 设
。 19 9 3

年产量为 3 6 0 0 吨
。

腐殖酸类肥料
,

目前年产量 15 万吨左右
。 19 91 一 19 9 2 年

,

世界化肥消费 量 中 N :

PZo , : K 2 0 为 1 ; 。
.

4 , : 。
.

30
,

我国农业部门要求 1 : 0
.

4 : 0
.

3 ,

但 1 9 9 3 年我国化肥生产中的氮

磷钾比例为 1 : 0
.

2 7 : 0
.

0 0 7
,

通过进 口化肥调整后的实际施肥比例为 1 : 0
.

3夕: 0
.

1 9。 为了解

决我国化肥氮磷钾比例失调的问题
,

从 80 年代起
,

国家的投资集中用于磷硫矿山和磷复

肥的建设
,

氮肥的投资主要依靠地方筹措
,

但还是受到了资金和云贵磷矿外运的制约
,

磷

肥的增长速度还不能尽如人意
。

钾肥
,

由于我国可溶性钾盐资源仅有青海格尔木市察尔

汉盐湖一处
,

最大年产量只能生产 1 00 万吨氯化钾
,

今后只能以进 口 为主
。

预计 2 0 0 0 年

我国化肥生产的氮磷钾比例可望提高到 1 : 0
.

3 3 : 。
.

0 5 。

三
、

节能降耗
,

提高化肥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化肥工业 1 9 9 3 年消耗能源 为 4 1 8 8 力吨标准煤
,

占化工系统能耗的 52 外
,

占全国工

业部 门能耗的 10 多
,

节能降耗是化肥工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

也是体现化肥工业技术进步

的一项重要标志
。

氮肥工业 1 9 9 3 年消耗能源 3 8 6 8 万吨
,

占化肥工业能耗的 92 多
。

氮肥的原料可以用

天然气
、

石油和煤焦
,

目前所占的比例分别为气 2 0
.

4 外
,

油 16
.

3多
,

煤焦 63
.

1外
。

三种原料

表 4 氨的能耗和投资比较

T a b le 4 C o m p a r is o n o f a m m o n ia e n e r g y e o n s u m p t io n a n d in v e s t m e n t

} 能 耗 { 。 次
r , ; 虫一 1 1 r . 0 , ~

, , , 。 . 。 , ,

~ 。 十 : 。 . 1 习入 」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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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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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如表4 。 从能耗和投资来看
,

均以天然气最低
。

但我国受天然气资源的限制
,

而煤

炭资源比较丰富
, 2 0 0 0 年前还难以改变以煤为主的局面

。

70 年代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的 18 个 30 万吨 /年氨
,

52 万吨 /年尿素工厂
,

已经或即将

通过改造
,

将吨氨能耗从 4 2 0 0 万千焦降至 3 7 5 0 万千焦
。

到 2 0 0 0 年
,

将共有 30 个比较先

进的大型氮肥厂分布在 24 个省市区
。

55 个依靠国内技术建设的年产氨 6一巧 万吨中型氮肥厂
,

将分别扩建和进行节能改

造
,

能耗将 由 6 3 0。万千焦降到 5 2 5 0一 5 6 7 0 万千焦
。

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 29 个省市区的小氮肥厂
,

将调整到 8 00 个
,

平均合成氨规模达

到 2 万吨 /年
。

磷肥工业
,

重点是建设大中型高浓度磷复肥装置
,

到 2 0 0 0 年将拥有 ls 个厂
,

其中重

钙厂 , 个
,

磷按厂 10 个
,

硝酸磷肥厂 3 个 ;有 巧 个厂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的
,

规模在

12 一 90 万吨 /年之间
。

这批大中型厂的总能力将 占磷肥能力的四分之一
,

而且无论是 技

术
、

装备或规模均具有 9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

加上小型重钙和磷钱厂
,

高浓度磷复肥能

力将占磷肥能力的 40 务
。

钾肥工业
,

重点扩建青海钾肥厂
,

采用冷结晶法先进工艺
,

提高产品质量
。

同时要掌

握硫酸钾和硝酸钾的先进生产工艺
。

到 2 0 0 0 年
,

我国化肥工业中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装置将占到相当的比重
,

其他的老

厂也将通过技术改造得到较大的提高
。

四
、

统筹兼顾生产和消费者的利益

据国外统计
,

19 6 5一 19 9 0 年的 25 年间
,

化肥工业投资增加了 5一 10 倍
,

而化肥价格

仅上涨了 50 一 70 并
。

就我国来说
,

近 20 年来
,

化肥工业的原料价格和投资几乎增加了 5一 6 倍
,

粮食也增

加了 4 倍
,

而化肥价格只增加了不到 2 倍
。

致使化肥工业全行业从过去的微利企业变成

为亏损企业
。

化肥企业效益低微是世界性的
,

除了具有极为廉价的资源条件外
,

如天然气售价每标

准立方米只有 0
.

巧一0
.

3 元
,

一般已很少再建设新厂
。

化肥价格主要决定于兰个 因素
,

一

是供求关系
,

二是石油价格
,

三是粮肥比价
。

由于世界粮食生产过剩
,

一些发达国家(如欧

共体 )调整了农业政策
,

减少粮食生产 ;或由于环境保护原因
,

如欧洲国家大量减少施肥

量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
,

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

取消或减少化肥补贴
,

无力大量 购买化肥
,

FA O
、

U N ID O 等预测 90 年代世界化肥需求年平均增长率为 2 沁左右
。

国际市场长期处

于供过于求的情况
,

致使化肥价格从 80 年代末期起呈下降的趋势
。

石油价格也 由于供过

于求
, 2 0 0 0 年前不会有大的增长

。

农民增产的粮食价值与购买化肥费用的比值 (V
a lu e -

C os t R at io
,

简称 V C R )
,

是决定化肥消费量能否增加的重要因素
。

国内 外 均 认 为 当

V C R > 2 时
,

才能鼓励农民施用化肥
。

就 目前的粮肥比价来说
,

国家确定的粮食综合价

为 10 0 0 元 /吨
,

而尿素的零售价为 14 0 0 元 /吨
,

按 1 吨尿素增产 3 吨粮食计 算
, V C R 一

2
.

1 4 ,

刚刚超过临界值
。

如果粮价不涨
,

提高化肥价格
,

就会降低农民购肥的积极性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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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价 目前没有上涨的动因
,

国内外的比价均处于 l 吨小麦和 I 吨尿素价格相近的态

势
。

综合以上分析
,

今后化肥价格虽会随供求关系产生波动起伏
,

但总的趋势是处于基本

稳定的走势
。

化肥企业在 当前的困难形势下
,

要坚定支援农业的决心
,

搞好技术改造
,

加强企业管

理
,

转变经营机制
,

消化各种涨价因素
,

尽力降低生产成本
。

国家也要从政治和战略的大

局出发
,

给化肥工业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
,

如免征进口设备材料的关税和增值税
、

产品

增值税
、

所得税
,

对化肥企业的建设
,

由国家提供资本金等
。

化肥流通体制也将进行改革
,

过去中央统一调拨的化肥到农民手里要经过 , 个环节
,

流通费用高达 2 00 元 /吨
,

今后也将改为两级(中央
、

省 )批发一级零售
,

统一实行 10 外的

批零差率
,

把实惠还给农民
。

农业部门也要加强对科学施肥的指导
,

提高化肥肥效和利用率
,

使农民以较少的投人

获取较高的报酬
。

化肥企业也要配合生产各种缓效
、

涂层
、

包膜和专用肥
,

并对当地农民

施肥进行协助和指导
。

我国的化肥工业在当前的发展中
,

尽管面临着资金不足和效益很差的困扰
,

但我们相

信这一切都将在国家的关注下
,

逐步获得妥善的解决
,

化肥工业必将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再

创新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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