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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石晶、通讯员马
生录报道：12月18日，青海省水利
厅与国家开发银行等 6 家银行签
订《全省重大水利项目投融资合作
战略协议》，青海省水投公司与国
开行、中行、建行、民生银行签订贷
款额度 33.4 亿元的《引大济湟西
干渠、湟水北干渠扶贫灌溉二期工
程PPP项目银团贷款合同》。

引大济湟西干渠、北干二期工
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节

水供水工程之一，总投资84.79亿
元，其中中央补助37.2亿元，省内
需筹措解决 47.59 亿元。经过严
格论证和审核，青海省水投公司启
动项目 PPP 操作流程，目前全面
完成项目“两评一案”审批、财政部
复核纳入国家项目库并公示、社会
资本招标、《PPP 项目合同》审核
签订、银团贷款审批等工作，共计
落实项目银团贷款 33.8 亿元，吸
引社会资本投资4.6亿元。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农机生
产大国和使用大国，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了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
依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在12
月19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
示，2017 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9.88 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 66%。力争到 2025 年，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5%，粮棉油糖主产区（县）基本实现
农业机械化。

不过，农机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发
展还不充分，一些深层次矛盾亟待解
决：农机装备有效供给不足，机具的
可靠性、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农
机和农艺融合不够，品种选育、栽培
制度与机械化生产的适应性有待加
强；适宜机械化的基础条件建设滞
后，存在农机“作业难”和“存放难”问
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有
关部门将出台更多政策措施。

农机化向丘陵进军

目前，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
粮食作物的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超过
80%，但水稻的机插率相对较低，玉
米机收水平也相对较低。

张桃林说，过去主要重点推进耕
作、种植、收获3个环节的机械化，高
效植保、秸秆处理、产地烘干等的机
械化水平还不高，经济作物的弱项比
较多。比如，马铃薯、棉花、油菜等作
物的机械化率只有30%左右，甘蔗的
机械化率更低，仅 3%左右。不久前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丘
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

据介绍，我国农机化整体水平为
66%，但丘陵地区只有不到40%。分
析原因，一是丘陵山区农田基础设施
状况，农机作业的需求不相适应，有
些地方田间缺乏机耕道。二是地块
相对起伏大，耕地也比较分散，农机
作业难度比较大，对机具要求很高。
所以，要支持其“宜机化”改造。

如何推动农机化全程全面发
展？张桃林认为，要研发适合国情、
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各类农机，加
大先进的机具和技术的试验示范力
度，探索具有区域特点的全程机械化
解决方案。同时，要创新协同机制。
农机化牵扯到方方面面，包括地域、
品种、种植栽培制度、产后加工等。
要使良种、良法、良地、良机配套，为
全程机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研究把“宜
机化”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标，
还将统筹各类相关资金以及社会资
本，推动田块小并大、弯变直，为农机
通行创造条件。全国实施了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过
去已有一些示范基地，要继续创建一
批示范县，带动农机化水平全程全面
提升。”张桃林说，全国已有300多个
县区率先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计
划到2020年示范县数量达到500个
以上。

农机社会化服务助力小农户

目前，全国农机专业户已超过
500万，农机合作社等作业服务组织
约 20 万个，每年作业服务面积累计

超过 40 亿亩，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农机化社会化服务既为广大
小农户解决了耕种难的问题，也让先
进的农业技术得到应用。可以说，农
机化提升了科技化水平，促进了规模
化经营、标准化生产。

今后如何推动农机社会化服
务？张桃林提出，要推动服务业态创
新，建设一批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为各类生产主体提供全过
程、全要素的机械化服务。通过机械
化服务组织，把其他要素聚集起来提
供服务，可以把农业生产资料、技术
培训、市场信息通过合作组织进行聚
集，打造共同平台，提供“一站式”服
务，助推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14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2000多
亿元，直接惠及农户3300多万，扶持
农民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农机具
4000多万台套，有力促进了农业机械
化的跨越式发展。在政策实施同期的
14 年里，从 2004 年到 2017 年，全国
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由110万台增加
到670万台，增加约5倍；每百户农民
拖拉机拥有量由6台增加到13台，增
加约1倍；亩均动力由0.33千瓦增加
到0.49千瓦，增加约50%。

农业农村部农机化管理司司长
张兴旺认为，要着眼于农业各产业对
于农机装备的新需求，优化补贴机具
种类的范围，加大对短板机具、高端
机具、智能装备的支持力度。具体来
说，要强化绿色导向，大力支持深松
整地、秸秆还田离田、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等绿色高效装备的推广应用；
要突出特色导向，大力支持小农生产
以及丘陵山区对农机化的需求。

农机装备业加速转型升级

总体看，我国农机制造的体系基
本健全，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开放合
作初显成效，有力保障了我国农业机
械化的稳步发展。据统计，我国现有
农机装备行业规上企业 2500 多家，
2017年产值规模达4500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负
责人罗俊杰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
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有效供给还不
足，缺门断档和中低端产品过剩的问
题并存。当前，全球农机装备向大型
复式、节能高效、智能精准的方向加
速发展，在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
历史大背景下，面临着“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的新问题。

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强
调了抓紧解决主要经济作物薄弱环
节“无机可用”问题。工信部门提出，
要加大科研支持力度，突破核心技术
和关键零部件的“瓶颈”制约，不断优
化产品结构，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
动、覆盖关联产业的创新机制，完善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农机装
备创新体系。同时，鼓励企业加强样
机的工程化验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接，探索“企业+合作社+基地”
等研发生产新模式，切实提高农机装
备的质量，破解“无机好用”的难题。

目前，全球十大农机企业已在我
国设厂，我国一些骨干龙头企业也纷
纷走出国门。罗俊杰说，下一步要积
极推进先进农机技术及产品“引进来”

“走出去”，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农机装备生产企业。目标是力争到
2025年，农机装备品类基本齐全，产
品质量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00多县区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机专业户超过500万——

“宜机化”将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本报北京12月 19日讯 记

者祝惠春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
19日上线商品互换业务，为金融
机构、实体企业的商品场外衍生
品业务提供交易登记和结算等综
合服务。

商品互换交易，又称掉期交
易，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
一时期相互交换某种资产的交易
形式。商品互换业务是期货业务
的延伸和补充，交易所为商品互
换业务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服务，
有助于满足实体企业和市场参与
者的个性化风险管理需要，提升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
范围。

从国际经验来看，互换是除
了期货和期权之外的全球三大衍

生工具之一，是场外衍生品市场
的核心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产业
企业风险管理。大商所党委书
记、理事长李正强表示，大商所
将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基础设
施的功能和作用，扎实做好制度
供给、技术供给和服务供给，努
力为交易双方提供公平、安全、
高效的服务和保障，加快推进新
品种新工具建设，大力整合商品
互换、仓单串换、基差贸易等场
外市场业务，稳步扩大市场对外
开放，全面建设多元开放、国际
一流衍生品交易所。

据了解，此次有4家银行获得
了综合业务指定存管银行资格，
26 家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获得了商品互换交易商资格。

本报北京12月 19日讯 记
者顾阳报道：海关总署 19 日开展

“蓝天2018”第五轮打击“洋垃圾”
走私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29
名犯罪嫌疑人、查证超过9万吨涉
案货物。

当天6时，在海关总署统一指
挥下，广东分署、天津、大连、上海、
南京、宁波、青岛、长沙、广州、深
圳、汕头、黄埔、南宁、昆明等13个
直属海关出动857名警力，在天津
等11个省份同步行动。

海关总署通报显示，此轮打击

一举打掉38个涉嫌走私犯罪团伙，
抓获129名犯罪嫌疑人，查证9.16
万吨废塑料、废矿渣、出口硅铁合
金等涉案货物，获取了大批走私证
据，查扣、冻结了大量非法资金。

今年以来，针对“洋垃圾”走
私，全国海关已经开展5轮次高密
度、集群式、全链条集中打击，全力
封堵拦截“洋垃圾”走私入境，共刑
事立案479起，抓获718名犯罪嫌
疑人，打掉 202 个走私犯罪团伙，
查证155万余吨走私废塑料、废矿
渣、废五金等涉案固体废物。

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上线
26家金融机构获得交易商资格

第五轮打击“洋垃圾”走私行动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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