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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让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发布 : 档案图书室  | 时间 : 2018-12-28 | 已有人阅读 分享 :

      新中国刚建立时，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几乎全是传统的人畜力手工工具生产（全国农机总动力只有8.1万千

瓦，其中90%是排灌动力，只有国营农场有200余台拖拉机进行少量农机作业），农业生产人员占用了全社会从

业人员的84%，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搞农业，只生产了1.13亿吨粮食，全国人均粮食仅208公斤。农业生产方式

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国家粮食安全告急，人民不得温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发展。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一篇著名报告中，从国

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全局关系的战略高度，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发展生产力、解决供求矛盾的重要手段，中

国正在进行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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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

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59年，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机械化。”以上两个重要论断，形成了中国人迫切追求的农机梦，推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但由

于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刚刚站立起来，经济底子薄，我国国土辽阔，国情复杂，各地自然条件、技术经济条件

差别很大，实行农业机械化的难度很大，在前进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挫折，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不能照搬，

只能立足国情，在探索中迎难而进。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前进。领导人民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颁布实施了《农业机

械化促进法》，建立了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进一步明确了前

进方向，坚定了信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走出了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农业机械化实现了空前大

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概括起来，中国发生了三大历史性巨变：一是我国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2010年超过了50%，意味着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机械化生产

方式作业量超过传统生产方式作业量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用现代物质条件装

备农业的力度日益加大，农业装备水平有很大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从不到1亿千瓦增加到10多亿千瓦；农用拖

拉机从190多万台增加到2300多万台；联合收获机从1.9万台增加到190多万台。数量成十倍、百倍增加，品种

增多，质量提高，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不到20%提高到66%以上，规划和预期2020年将超过

70%。农业机械化水平大提高，现代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生产方式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传统生产方式在农业生

产中居主导地位、农业发展依赖人力数量增加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正日渐衰减，直至退出

历史舞台。二是与之相关的我国三次产业从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业机械化发展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

1991年达历史高峰3.91亿人降到2017年2.1亿人，26年减少了1.81亿人，年均减少约700万人。40年来，我国

三次产业从业结构从一二三结构（1993年前），演变为一三二结构（1994—2010年），再演变为三一二结构

（2011—2013年），再演变为三二一结构（2014年至今）。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最多降为最少，比重从最

高降为最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最少增为最多，比重从最低升为最高。2010年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一

直最多，所占比重一直最高。2011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和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人员跃居第一。2014年

开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比重也超过了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历史性地

退居末位，此趋势已不可逆转。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从1978年占70%以上，到如今降到



30%以下，2017年为27%，此趋势还在继续。三是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也相应加

快，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有史以来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历史性巨变。201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超过50%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也超过了50%，中国这个世界农业大国，从此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城

市社会。如今，我国城镇化率已近60%。 

      必须认识，农业机械化发展，支持了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支持了社会经济全面大发展。

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提高，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增加了农民收入。农业机械化发展了，

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多吨，提

高到从2013年起连续保持在6亿吨以上，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人均粮食从1978年317公斤，提高到如今440

公斤以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同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360元/人提高到如今3.2万元/人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0多元增加到1.3万多元，城乡收入差距从过去增大转变为如今日益减小。第二，农业机械

化发展，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支持了社会经济全面大发展。40年来，

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不到20%提高到66%以上，农业机械化发展从初级阶段提升到中级阶段后

期。同期，我国农机工业总产值从不到80亿元增加到4500多亿元，2012年中国农机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欧盟、

美国，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基本形成的农机制造工业体系逐步健全完善，已能生产各类农机产品约

4000多种，国产主要农机产品基本能满足国内市场90%以上的需要，中国制造的农机产品已出口到世界各大洲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适的性价比很受发展中国家青睐。中国已成为世界农机使用大国、制造大国和很重要的

农机进出口国。同期，我国城镇化率从不到20%提高到近60%，农业农村与城市现代化相互促进，一二三产业

协调发展，支持了社会经济全面大发展。中国GDP居世界位次从改革开放初的第15位，上升到2008年超过德国

居第3位，2010年起超过日本，至今稳居世界第2位，2017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的两倍

半，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也日益缩小。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时，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超过了50%。如今大力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并进一步向农业全面机械化拓展，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已向突破70%迈进，我国人均GDP已达9000美元以上，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正向突破

1万美元前进。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对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党的十九大庄严宣

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对于科学划分经济时代有一句名言，“各种

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农业机器用于农业，是现代农

业革命的起点。农业机械化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长期努力和伟大变革中，发挥了劳动资料变革和进步的非常重



要的积极作用。今后，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推进高质量发展，农业机械化必将在新的起点上承前启后、既往开

来，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

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2018年12月17日《中国农机化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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