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
业持续快速发展，开创了全国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农业机械
化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如何弥补这
些“短板”，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点之一。

探索区域性机械化模式

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省梨树县，
是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全县耕地面积
396 万亩，粮食年均产量稳定在 50 亿斤以
上。过去，由于农机化水平不高、掠夺式
经营、耕作方法不科学等导致土壤有机质
下降、土壤严重沙化。2007 年以来，该县
以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为切入口，推进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增
产增收效果明显，较常规生产田块生产成
本降低 10%以上，单产提高 5%以上；秸秆
还田防止了土壤风蚀和水蚀，保持和提高
了地力；秸秆腐烂后变成腐殖质，腐殖质
转化后为土壤补充养分。

梨树县农业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梨树县的玉米秸
秆覆盖免耕栽培技术推广已基本成型，开
发出一整套关键技术和配套机械，建立了
可行的示范推广模式，建立了以梨树县梨
树镇高家村研发基地、梨树镇泉眼沟村、
四棵树乡付家街村、林海镇揣洼村等示范
基地为项目工程研究中心，在吉林、辽宁、
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设立八个辐射示范
基地。

加快推进全程农业机械化，应该从补
短板、降成本、提效益方面切入，主要以水
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棉花、油菜、花生、
大豆、甘蔗等主要农作物为重点，以提高
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
等主要环节机械化水平为重点，集中资源
持续用劲，用几年时间提升水平，实现全
程机械化整体跨越发展。到 2020 年，力
争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 68%以上，其中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均达到 80%以上，机械化植
保防治、机械化秸秆处理和机械化烘干处
理水平有大幅度提升。

但是，推进全程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典型引路，由点及
面，整乡整县，梯度推进。从 2014 年起，
农业部启动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项目，3 年累计投入了 7810 万
元，支持 159 个县（区）创建全程机械化示
范基地。“十三五”期间，要建设 500 个左
右率先基本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
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0%左右。据了解，首批 28个全国基本实
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区、市)已经诞生，标志着全程机械化推进
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果。

专家认为，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涉及机械研发制造、土地
环境、品种选育、栽培方式、加工方式和生
产经营的组织方式等众多方面，需要强化
行政推动，搞好统筹规划，制订实施方案，
政府有关部门、农机制造企业、加工企业、
农民等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通力合作,合
力推进。

发挥补贴政策导向作用

补贴政策对全面推进全程农业机械
化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从 2004 年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机化发展步
入快车道，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
政 策 实 施 前 的 33% 发 展 到 现 在 的 63%
以上。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的昌乾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武昌金多年来一直从事
农机作业服务。农机合作社自 2011 年成

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合作社现在拥有 8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 30 多台，联合收割
机 30 台和各种配套机具 80 余台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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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达到 16 万
亩，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机化发展。目前
宿州市埇桥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0%以上。

据了解，农业部、财政部充分发挥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中央财政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重点补贴粮棉油糖等主
要农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所需机具。同时
强化绿色生态导向，要求各地要加大对保
护性耕作、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等绿色增
产技术所需机具的补贴力度，力争做到应
补尽补、敞开补贴。

针对农机化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央和
地方财政都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推动
农机深松整地作业，2015 年中央和地方

财政共投入农机深松作业补助 15.4 亿元，
实施补助面积达 6300 多万亩；为推动农
作物秸秆还田，江苏省财政今年预算安排
8.8 亿元省级补助资金；为推动水稻栽插
和烘干机械化，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今年
预算安排 5000 万元建设工厂化育秧中心
与烘干中心。山东、河南、福建、江西、宁
夏等省份加大地方财政投入，整合农业项
目资金，全力以赴支持全程机械化的机具
研发、燃油补助、服务体系建设等，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

农机是农机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近
年来，我国农机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但是，农机有效供给
仍 然 不 足 ，不 能 满 足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需要。

专家认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
发展，还需要补齐农机制造这个“短
板”。应该继续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
导向作用，积极推进农机新产品购置补
贴试点，支持鼓励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着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探索北斗卫星
精准定位、自动导航、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在农机装备上的应用，进一步推
动农机装备升级换代。要积极推进农机
工业实施 《中国制造 2025》，鼓励和引
导农机制造企业、科研院所等加大农机
装备研发创新力度，突破全程机械化所
需关键环节机具的瓶颈制约。要加强在
用农机具质量监督检查，推进农机产品
质量性能提升。

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

全程机械化靠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小
农机，是难以实现的，必须把农机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作为推进全程机械化的主要依靠。

江苏洪泽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梁加祥，从 2005 年就购买
8 台步进式插秧机从事水稻插秧服务，
2011 年成立农机合作社，不断扩大农机
作 业 服 务 规 模 ， 农 机 作 业 面 积 达 到
15000 多 亩 。 目 前 大 大 小 小 的 农 机 具
300 多台 （套）。现在，随着当地农机化
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前的步进式插秧机
已经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大型乘坐
式插秧机、大马力拖拉机、大型粮食烘
干机、大型植保机械等大型农机，农机
服务范围也从最初的水稻插秧拓展到主
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烘干、销售、仓
储等“一条龙”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当
地农机化的发展。

目前全国农机合作社数量达到 5.65
万个，入社成员数达到 138 万人（户）。农
机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承包
经营、联耕联种等多种方式开展经营服
务，年作业服务总面积达到 7.12 亿亩，约
占全国农机化作业总面积的 12%左右，服
务农户数达到 3887 万户。全国农机合作
社经营活动总收入达到 814 亿元，社均收
入达到 151万元。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地
积极培育多元化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大力推进跨区作业、订单作业、托
管服务、租赁经营等农机社会化服务，
切实提高了主要农作物生产的组织化程
度。引导工商社会资本投向农机作业服
务，推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化、专业
化、规模化、产业化。

到2020 年，力争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8%以上——

发力创新，补齐农机化短板
本报记者 刘 慧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江苏省农机化近年来快速
发展，农机化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今年，江苏省
整省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出到 2020 年，三
大粮食作物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
处理机械化水平要达到 80%以上，2020 年前，全省
80%以上的县整体基本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这
两个“80%”的目标如何实现呢？

强化行政推动。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江苏省政府将

“启动实施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省推进工程”列为
《2016 年度十大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 开展督查。
在全国率先制订了全程机械化市县考核评价办法，徐
州、无锡、南通、连云港等市政府相继发布加快推进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意见，明确了推进措施、部门
责任、考核目标等。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的良好氛围。

加快补齐短板。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机插秧、高
效植保机械化、小麦精量播种机械化、产地烘干机械
化是江苏省农机化发展的短板。江苏省把这些短板作
为全程农业机械化优先主攻方向，启动了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补短板”系列行动，引导各地补秸秆机械
化还田集成机插秧短板、补高效植保机械化短板、补
小麦精量播种机械化短板、补产地烘干机械化短板。
依托院士领衔的省级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指导专
家组开展技术巡诊，指导各地组装集成稻麦周年、小
麦玉米周年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工艺路线，加快探索
机械化条件下的高产创建模式。

注重示范引领。江苏省通过竞争性立项评审，全
省每年财政奖补建设 15 个左右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的示范县，激发各县争先创优热情，每年扶持培
育一批新型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开展全程机械化作业，
力争 2020 年农机合作社作业服务面积占全省农机作
业面积的 70%以上，有力支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通过示范创建，探索总结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
径、技术模式、机具配套、操作规程及服务方式，形
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不断提高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农机合作社现在已经成为农机化发
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社现
状如何，存在哪些困难？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表示，
农机合作社是将广大农机拥有者、使用
者紧密联结起来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破解了农机规模化作业与亿万农户分散
生产的矛盾，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
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对
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现代农业、促进
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社，可以促
使土地、劳动力、资金、装备、技术、信息、
人才等要素有效整合，进一步增强农业的
物质装备基础，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
度，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
化、集约化，有效化解农村中“谁来种地”

“怎样种好地”的矛盾。
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是农机户获得

经营性收入的基本途径。农机合作社日

益成为提高农机户经营收入的“聚宝
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最
具活力的市场主体。

李伟国说，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社，
可以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
下，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
产，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
办了不合算的问题。农机合作社成为推
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新引擎”，加快
促进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形成。

现在，农机合作社逐渐成为农业生
产服务业的“排头兵”，推广农机化新技
术、新机具的“先锋队”，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的“训练营”，开展农机安全监理业
务的“新阵地”，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农
机作业水平的“生力军”。

总体上看，我国农机合作社发展尚
处于示范创建阶段，仍面临诸多困难和
问题。李伟国表示，目前普遍性的扶持
政策较少，全国性的农机合作社扶持政
策主要集中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农机

深松作业补助，其他扶持政策和项目目
前还没有稳定的投入渠道；规范化建设
引导性政策缺乏，农机合作社数量不
少，但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合作社与达
到新型服务主体的标准还有不少差距；
农机库棚用地难以落实；金融保险支持
不够有力；农机合作社管理人才和技术
人才培训经费缺乏，培训的覆盖面与实
际需求有很大差距。

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社，应坚持数量与
质量并重，不断增强农机合作社发展活力
和带动能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李伟国告诉记者，当前，亟需完善相
关政策。首先，解决农机合作社用地难问
题。要落实国家关于农机合作社场库棚
建设用地政策，确保对符合设施农用地
条件的，按照农用地标准及时审核解
决，对属于建设用地的，要采取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盘活
农村闲置及低效用地等方式统筹解决，
及时办理审核手续。

其次，解决农机合作社融资难保险

难问题。支持金融机构探索发展大中型
农机具等信贷产品，增加信贷额度，争
取财政担保介入和财政贴息，降低融资
成本。有关部门应研究探索农机财产险
种，将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
农机纳入政策性保险补贴范围，提高保
险覆盖面和风险抵抗能力。

此外，要增加对合作社理事长和辅
导员培训经费投入，促进合作社提质增
效和转型升级。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完
善的装备设施、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有
健全的管理制度、有较大的服务规模、
有显著的综合效益的农机合作社示范
社，加大奖补力度，鼓励其加大高性能
配套化机具和农机库棚等基础设施投
入，推动整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上规模、
上水平。应明确将农机合作社、农机作
业公司及相关企业等免征营业税或增值
税的项目范围，由免征农机机耕和排灌
服务营业税、免征农机作业和维修服务
项目的企业所得税，扩展到农作物机
收、机播、烘干、秸秆处理等项目。

农机合作社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中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

当好新技术新机具的“先锋队”
本报记者 常 理

江苏省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两个“80%”目标怎样实现
本报记者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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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的 33% 发 展 到 现 在 的

63%以上，12 年多的时间农

机化水平提升了 30 个百分

点。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设定

的农机化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力争全国农作物耕种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到 68%

以上。用 5 年的时间，农机

化水平提高 5 个百分点，目

标不算太高，但实现目标的

难度很大。

从目前我国农机化发展

的数字来看，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发展的

内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

日本水稻的插秧和收割机械

化程度各为 99%；谷物干燥

机械化程度为 98%；蔬菜生

产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尤

其是蔬菜的种植机械化。未

来我国农机化的发展，在提

高数量的同时，还应该同步

提升发展的质量。

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内在

质量不高，主要体现为发展

很不平衡，农机作业还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和明显短板。

从机械化的数字上看，马铃

薯种植与收获、棉花采摘、油

菜种植与收获、花生种植与

收获、甘蔗收获、双季稻区插

秧的机械化率仍然较低，大

都在 30%以下，甘蔗收获机

械化率甚至还不到 5%，粮食

产后烘干基本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亟待重点突破。

从机械化的质量上看，农机农艺结合不够紧密，农机作

业方式总体比较粗放，精准化、标准化、高效化程度比

较低，田间植保大多还是采用简易背负式植保机械，亟

待整体提升。面向经济作物、林果业、现代畜牧业、农

村能源环保方面的机械化还比较薄弱。

全程农机化发展中存在的每一个短板，都是当前

农机化发展主要矛盾所在，也是未来推进全程农机化

发展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今后一段时间，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薄弱短板环节入手，对标补

短，加快推进粮棉油糖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促进农业机械化向全面机械化、高质高效机械化转型

升级。

全程农机化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要始终把农机化科技作为农业科技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来抓，大力推进农机化科技创新。实践

证明，水稻机械精量旱穴直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大马

力拖拉机、大型复式作业机具、大喂入量联合收获机等

技术和装备填补了国内空白，都为推进农作物全程机

械化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未来必须聚集优势资

源，加强联合协同创新，主攻薄弱环节，增强高端智能

高效农机化技术的有效供给，为全程农机化发展提供

有力的科技保障。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年终策划）

发展农机化要数量和质量并重

博

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发布的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2016

年三季度报告提出，农机现代化从解决关键环节机械化为主向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模式发展，并朝着以信息技术为核

心的智能化与先进制造方向发展。开发粮食、肉蛋奶、果蔬生产和棉、油、糖、橡胶等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集

成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和成套设备；重点研制无级变速大型拖拉机、精准变量复式作业机具、高效能联合收获机械、

精量低污染大型自走式施药机械、种子繁育与精细选别加工设备、健康养殖智能化装备；突破重型柴油机、无级变

速、电控技术、液压驱动和动植物对象识别与监控系统等为代表的关键零部件效能提升和可靠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