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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江苏洪泽县三河镇洪云家
庭农场时，农场主马建国正组织工人打
药除草。马建国以前在洪泽县城上班，
2013 年辞职成立家庭农场，租种 800 亩
土地从事小麦、水稻育种。因为他是非农
业户口，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不得不
以妻子的名义办理家庭农场的工商执
照。这给他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按照新政策，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
个人可以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这让城里
人马建国有了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马
建国告诉记者，农场刚成立时，因为资
金周转困难，无力购买农机具，只能把
耕种收等农机作业承包给当地一家农机
合作社。农时不等人，除草、病虫害防
治，关键就那么几天时间，一旦错过农
时，就会影响粮食产量。他计划逐步购
置一些必需的农机具，把粮食生产的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去年他购置了 3
台粮食烘干机，今年打算购买一架大型
植保飞机和 1台激光平地机。

今年新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
拓宽补贴对象,明确补贴对象为直接从
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其中，个人既包括农牧渔民、农场

（林场） 职工，也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的其他居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既包
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也包括直接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等。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农机
购置补贴范围，主要是考虑到随着城镇
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
快，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不仅仅是
农牧渔民，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任务由
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承担；另外，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民只

是一种职业划分，很难再从居住地和户
籍上区分。

安徽省农机局计财处处长盛海认
为，放宽农机补贴对象资质，是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目标上的重大突破，谁买给
谁补贴，表明农机补贴政策正在由单纯
的惠农政策向强农政策转型，这将吸引
更多城市居民和农业企业投资农业。

农业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购买农机
数量多，有可能会占用大量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安徽省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购置农机的数量作出限制，原则上每户
在年度内可申请补贴农机具台数不超过
3 台 （套），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年度内
可 申 请 补 助 农 机 具 台 数 不 超 过 10 台

（套）。“通过限制购买数量，防止农业
企业占用农机补贴资金，保证补贴的公
平性。”盛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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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风 吹 过 绿 油 油 的 麦
田，送来麦苗的芳香。在安
徽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的昌
乾农机合作社的简易农机大
棚，一台 210 马力的蓝色拖
拉机引人注目。理事长武昌
金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这台拖拉机是他 2013 年花
58 万元购买的，国家补贴
18 万元，是埇桥区甚至宿
州市惟一一台超过 200 马力
的拖拉机。

武昌金说，2011 年成
立农机合作社以来，新购置
农机具均享受国家政策补
贴，累计享受补贴资金 310
多万元，获得土地深松整
地、小麦秸秆还田等作业补
贴 44.3 万元。在政策扶持
下, 合 作 社 得 到 了 快 速 发
展。武昌金说，合作社现在
拥有 8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
机 32 台，联合收割机 30 台
和 各 种 配 套 机 具 80 余 台
套，年农机服务能力达到
16 万亩。2014 年，他又投

资 87万元一次性添置了两台 180马力拖拉机。
2004 年至 2014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放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 1200 亿元，持续激发农民购
机用机的积极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社会化服
务组织快速增加，农机合作社数量已经达到
4.7 万个，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超过61%，为粮食“十一连增”提供了支撑。

安徽省农机局局长刘绍太告诉记者，安徽
省作为粮食生产大省，今年新的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向粮食生产关键环节，特别是秸秆综合利
用等薄弱环节倾斜，向主产区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和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在政
策导向下，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秸秆粉
碎还田机等大中型农机正成为农机消费的主
流。2014 年全省共补贴大中型拖拉机 1.92 万
台,各种联合收获机械 1.97 万台、水稻插秧机
1875台、秸秆粉碎还田机 1.18万台。

随着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土地
深松作业、秸秆还田作业的带动，农民对大型
农机需求强劲。但是，购买大型农机资金需求
量大，增加了购机者的资金压力。为了缓解购
机者的资金压力，今年农业部、财政部将继续
在新疆、广西等地开展大型采棉机、甘蔗收获
机金融租赁试点，同时各地积极探索农机金融
租赁、农机抵押贷款等农村金融服务，多渠
道、多形式支持农民购机用机。这将有效满足
市场对大型农机具的需求。

多年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一直实
行“选择性”补贴，就是将一批质量稳定、
售后服务到位的农机企业和产品列入目
录，供农民自主选择购买。“这是因为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投入总量有限，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农民买什么，政府
补什么的程度。”江苏省农机局行业发展
处副处长朱玉奎说。

随着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日益增
多，新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突出的是普
惠性，实行敞开补贴。各省根据当地优势
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和补贴资金规模，选
择部分关键环节机具实行敞开补贴；粮
食主产省（区）要选择粮食生产关键环节
急需的部分机具品目敞开补贴；有条件

的省份，围绕主导产业，按照补贴资金规
模与购机需求量匹配较一致的原则，选
择机具品目试行全部敞开补贴。

从选择性补贴到敞开补贴，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向普惠性补贴迈出了关键的
一步。“普惠式补贴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
民购机热情，目前江苏省农机化发展水
平已经达到 78%以上。”江苏省农机局副
局长王峰说。

目前，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有限，还无
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普惠性补贴。
江苏省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粮食主产
区，在地方财政兜底的情况下，在缩小补
贴范围，减少补贴品目，降低补贴比例的
前提下，对补贴范围内的品目实行普惠

性补贴。像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全面推
行普惠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难度更大。

“安徽省今后将缩小补贴范围，突出重
点，敞开补贴，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普惠
性农机购置补贴。”盛海说。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是农业大区，在
农机购置补贴的拉动下，埇桥区农机化
水平快速发展，农机化水平达到 80%以
上，但补贴资金缺口也变大。2014 年，缺
口达 2000 多万元。2015 年，农民购买大
型农机具的热情高涨，预计全年资金缺
口将达到 9000 万元左右。对此，专家建
议应该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倾斜力度，促进农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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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春耕备耕时节，在粮食主产区江苏、安徽广袤的田野里，更多的农机在农田里显露身手。

近年来，随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农机已取代人力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最新公布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突出了补贴的普惠

性，这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率。如何将补贴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使每一个购机者都能享受到补贴政策的阳光雨露？《经济

日报》记者近日深入江苏、安徽农业生产一线进行了调研——

由小农机向大农机转变

由选择性向普惠性补贴转化

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型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型

强化农业投入的有效性
江苏省农机局局长 沈建辉

由差价购机向自主购机推进
由差价购机向自主购机转型，是今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又一创新。所谓自主
购机，购机者有选机购机自主权，农机生
产企业经销企业与农机补贴实施操作过
程逐步脱钩。这将倒逼农机企业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促进农机产品科技进步。

从差价购机向自主购机转型，经历
了一个探索过程。最初，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实行的是差价购机，补贴资金直接
补给企业，购机者无法直接感受到补贴
的好处，还容易导致腐败和利益输送。
2012年，江苏省全面推行全价购机，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直补到户，购机者能直
接享受补贴政策带来的好处。但是，农
民购买力有限，一些地方实行全价购机
差价提机，补贴资金直补到户以后，农
民再把差价补给企业。这给企业回款造
成巨大压力。

选 择 差 价 购 机 还 是 全 价 购 机 ，对
企业或农民都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
择 。自 主 购 机 就 成 为 现 阶 段 最 合 乎 实

际的选择。
据了解，安徽省今年取消了补贴产

品与支持推广目录挂钩制度,实行“自
主购机、带机申请、定额补贴、县级结
算、直补到户”的操作模式，由农民和
经销企业遵循市场规律，自主选择差价
购机还是全价购机，购机者可以突破补
贴机具省域间的限制，可以自主选择补
贴产品经销商购机，也可以通过企业直
销方式购机。“这充分体现了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减少行
政干预，维护了补贴机具公平有序的竞
争秩序。”盛海说。

中联重机市场管理部副经理姜义涛
认为，自主购机可以满足购机者购买
质 量 好 和 服 务 好 的 品 牌 农 机 的 需 求 ，
逐步引导农机企业由补贴竞争转向技
术竞争、服务竞争，走上更加健康发
展的道路。

为促进农机企业创新，从 2015 年开
始，补贴产品资质与国家和省级支持推

广的农机产品目录脱钩，但补贴产品必
须具备两个资质条件：一是补贴机具必
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的产
品；二是除新产品补贴试点外，补贴机具
应是已获得部级或省级有效推广鉴定证
书的产品。“通过补贴条件的限定，将引
导外资企业把先进的农机技术引进中
国，进行本土化生产，促进国产农机产业
转型升级。”姜义涛说。

农机补贴政策的变动让农机企业感
受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机遇。江苏清拖
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是我国大中马力拖拉
机和大型农业装备重要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副总经理王刚告诉记者，去年以
来，农机工业增速下滑，特别是拖拉机
行业遭受断崖式下跌，清拖拉的大马力
拖拉机销售却逆势反弹。“新的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为企业转型提供了政策环
境，我们公司将加大创新投入，调整产
品结构，把大马力拖拉机作为企业未来
的主导产品。”王刚说。

上图 根据新政策，江苏洪泽县三河镇洪云家

庭农场主马建国虽然是非农业户口，但现在也可以

享受农机购置补贴。为此，他决定购买更多的农机

具。图为马建国在田里查看小麦长势。

下图 江苏洪泽县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梁加祥所在的合作社现在拥有 300 多台

（套）农机具，推动了当地农机化的发展。图为祥发

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棚里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农机具。

江苏洪泽县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梁加祥是个普通农民，但他却有着不平
凡的人生。11年间，他从一个农机手发展成为当
地闻名的全国农机合作示范社的理事长。这11
年，正是中国农机化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在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院内，拖拉
机、收割机、插秧机、旋耕机、土地深松机、激光
平地机等大大小小的农机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
农机棚下。梁加祥以前从事建筑维修工作，
2004 年国家实行购置补贴政策，他从中看到了
商机，萌生了做一个农机手的梦想。2005 年，
他一次性购买了 8 台步进式插秧机，从事水稻
插秧服务，每台 1.4 万元，国家补贴 6000 元，个
人投资 8000 元。2011 年，他成立农机合作社，
不断扩大农机规模，拓展农机服务领域，现在合
作社拥有农机具 300 多台（套），农机服务也从
最初的耕种收发展到粮食烘干、销售、仓储一条
龙服务。

现在祥发合作社的农机装备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化，梁加祥最初用的步进式插秧机已经完
全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 30 台大型乘坐式高
速水稻插秧机。梁加祥说，他今年计划再购买
15 台乘坐式高速水稻插秧机、更多的粮食烘干
机和大型植保飞机。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可以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圆了我
的农机梦。”梁加祥说。 文/本报记者 刘 慧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国家的支农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我们要不断完善农机化扶

持政策体系，强化政策的导向性和投入的有效性。

从江苏来看，农机化已经在全国率先步入了高

级阶段。按照农机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进入这一阶段

以后，农机化发展将更加注重速度和质量的统一，更

加突出产中环节和产前产后环节机械化同步推进，

更加强化主要农作物和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协调

发展，更加要求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的

情况，走出一条自我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有机统一的

农机社会化服务新路子。

在落实农机化扶持政策时，要重点抓好“保、减、

转”3 项措施。“保”就是要确保农机化扶持资金向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秸秆机械化还田、高效设施农

业、新型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倾斜；“减”就是要发挥农机化扶持政策

的宏观调控和导向作用，对结构不合理、投入效果不

明显的机具和领域，加大投入控减力度；“转”就是要

将资金和政策转向新型农机作业服务主体、作业补

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信贷等农民群众和农机化生

产急需的环节，更好地调动农民购机用机积极性。

同时，要坚持突出重点，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

准性。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最主要目的还是解决

大宗农作物的机械化问题。对江苏省而言，就是要解

决全程和全面问题。要围绕粮食安全这一核心任务，

重点补贴主要农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所需机具，着重

解决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着力突

破关键和薄弱环节机械化，推动畜牧业、渔业、设施

农业、林果业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全面发展。

此外，在工作中还要努力做到两个坚持：

坚持改革完善，突出政策的普惠性、稳定性。对

列入农机补贴品目范围的机具继续实行敞开补贴，

将政策引导和农民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农民

理性购置补贴农机具，补贴资金向关键薄弱环节、农

机专业合作组织倾斜。

坚持市场化原则，保障购机者选机购机自主权。

补贴政策设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异化市场竞争，而是

要通过补贴政策引导，补贴安全可靠、技术成熟、先

进适用、节能环保和服务到位的农业机械，引导和促

进农机工业健康发展，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要善于运

用市场机制，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撬动作

用，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培育发展主

体，重点扶持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又要满足广大农民的购机愿望。优化制度

设计，斩断管理部门与农机企业的不当联系，保障购

机者自主选择经销商购机，经销商由生产企业自主

确定、自主发布，并逐步使补贴政策实施操作过程与

农机产品经销企业脱钩。

农机手的心声：

好政策成就我的梦想

农机手的心声：

好政策成就我的梦想

普惠性补贴是农机购置补贴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2011年开始，农业部、财政部就提倡对农机

化生产关键、薄弱环节机具实行应补尽补，满足所有
申购农民需要。2014年，全国有21个省份围绕农业
生产急需的农业机械确定补贴范围，实行了部分品
目或全部品目敞开补贴。

图片说明 近几年，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昌乾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武昌金不断扩大农机规模，现在他已有各类农机

具 140 多台套，年农机服务能力达到 16 万亩。此外，武昌金还成立家庭农场，租种了 500 亩地种植小麦、玉米，现在他的家

庭农场已经成为符离镇小麦—玉米轮作农机农艺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左图为武昌金正在查看大型拖拉机的性能，右图为

武昌金的小麦基地。

农 机 补 贴 如 何 精 准 到 位农 机 补 贴 如 何 精 准 到 位
本报记者 刘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