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理工男研发出可降解的地膜
想在浙江找一个合适的生产基地

我们在上海莘庄的一幢20层大楼前见了面。43岁的徐友

利身材瘦高，除了高领毛衣、深蓝色西装外，再套一件绿色冲锋

衣，一看装扮，不像一名纯粹的商人，更贴近工科男的形象。

1992 年，16 岁的徐友利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学的是化

工专业。“十二三岁的时候，为了看氢气燃烧，从朋友爸爸那里

拿了盐酸和铁丝在家里做实验，差点炸穿屋顶。”说起自己坚

守的这份爱好，他侃侃而谈。

毕业后，徐友利在上海安了家。十多年前，徐友利辞职下

海，研发出新环保工程塑料，赚得人生第一桶金。2014年，他

开始独立研发可降解的农用地膜。为此，他还专门出资1500

万元注册成立了浙江弘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的就是利

用浙江当地的化工产业资源，尽快实现投产”。

然而，从去年年底至今，徐友利投产生产线的事一直无法

落实。“生产可降解地膜，对原材料需要精对苯二甲酸（简称

PTA）需求量很大，这样的化工原料，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备

的。”徐友利说，另一方面，农用塑料薄膜因为存在体积大、质

量轻的特点，也需要靠港口的运输仓库。

找不到合适的生产基地，让这个大多时间在实验里度过

的老板有些犯愁，他说，这几天，每天都会在这幢自己租住办

公室的大楼前站上好一会儿，晚上也睡不着觉。

这款地膜可节省成本，还可促成长
急缺一条规模化生产线

那么，徐友利和他的团队生产的地膜，真是可完全降解的

吗？它的效果相比传统及同类产品，又具有哪些优势？

钱江晚报记者走进他位于上海的办公室。当天，在这个

大约100来平方米的地方，他的两三位同事在继续研发产品，

一间小办公室和会客厅都放满了用玻璃瓶盛放的满是青苔的

土壤。仔细一看，玻璃瓶内的土壤里，还残留着大小不一的薄

膜。“这些都是我们研发的产品，我们经过一轮一轮的试验，每

天留意它们在土壤里的分解情况。”徐友利说。

根据他们的精细观察与调整，可降解地膜在江南地区埋

土后，一般经过4个月就可以完全降解。

此外，对于农民关心的成本问题，徐友利说，可降解地膜

价格虽然比普通薄膜价格高 10~15%左右，相当于每亩增加

费用10元不到的成本，但由于节省了普通薄膜田间收拾残膜

的费用，每亩少则几十元，总体算下来还是降低了成本。

事实上，徐友利的产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多年进行

试验示范，而主要的试验地，也包括浙江。比如，春节前，他们

在萧山种植芦笋、萝卜的试验地进行评测，发现可降解的地膜

比普通薄膜更快更好地促进了农作物生长。

徐友利说，可降解地膜的原理，是它的分子之间的键合强

度相比传统薄膜要小得多，会在酶和水的作用下逐步被拆解

成更小的分子，“如果说传统薄膜可最终分解的分子大小是一

个苹果的样子，那么，我们经过实验得出的可降解薄膜首先

会被分解成的大小就是一粒芝麻”。

浙江省农科院相关专家表示，可分解的分子越小，也表示

可降解的效果越好。目前，徐友利和他团队研发的产品已经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他的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共同成立了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技术

联合实验室，“也就是说，我们承担了更多农田生态环保方面

的工作，需要一条规模化的生产线，迫在眉睫。”

原料和交通条件完美契合
绍兴滨海工业区抛出橄榄枝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关注到了徐友利及其团队寻找合适

的基地开设生产线的迫切需求。

钱江晚报记者找到了位于宁波高新区的一家创投公司，

他们有着丰富的工业园区资源和经验。在经过多地筛选后位

于绍兴柯桥区马鞍镇的绍兴滨海工业区成为了首选对象。

“近年来，随着环保要求升级，柯桥将印染业搬到滨海印

染产业集聚区。对于纺织印染行业来说，PTA等也是行业的

主要生产原料且产能较为丰富，可以直接用作该公司原料。”

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在经过考察后，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那么，徐友利的企业是否适合在绍兴滨海工业区落户

呢？近日，分管马鞍镇工业的副镇长王华良接受咨询时表示，

他们非常欢迎高新技术企业在园区落户的，“只要符合条件，

我们将尽量帮忙协调，让企业在我们这里安家落户，产生良好

的效益”。

同时，在交通方面，柯桥位于杭州湾东侧，临江靠海，无论

是公路还是航运，都具有天然优势。

这几天，徐友利已经和工业区进行了对接。他们说，由于

项目投资过亿，下一步将进行更为深入考察。“按照目前情况

来看，柯桥无论是产业优势还是地理环境，完全符合我们落户

的需求，我们非常希望能尽快在这里开启第一条万吨级的生

产线。”徐友利对钱江晚报记者表示十分感谢，同时，他们计

划近期和工业园区进一步对接，“希望能尽快投产我们的第一

条万吨级生产线，从而让我们的可降解地膜推向市场。”

徐友利对新一年的发展充满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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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徐友利是上海人，他的

团队研发出一款可降解的农

用地膜，该地膜获得相关部

门的认可，市场前景广阔。

他们寻找合适的生产基

地却成了难题，一方面需要

有充足的原材料精对苯二甲

酸 ，另 一 方 面 需 要 离 港 口

近。找了几个月，还是一筹

莫展。

钱报记者帮帮团通过浙

江一家创投，帮徐友利跟绍

兴滨海工业区搭上了线。这

几天，徐友利已经和工业区

进行了对接。由于这个项目

要投资 1 亿多元，双方下一

步还需要深入考察。徐友利

期待能尽快投产第一条万吨

级生产线，将可降解地膜推

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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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