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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硕士点的学科
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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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

摘　要　为了研讨面向 21 世纪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 从国际国内农业工程学

科发展, 国家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及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形

势诸方面充分论证了发展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紧迫性; 对研究生培养方向进行了

历史回顾, 提出了适应 21 世纪农业发展和专业目录修订后建议加强的若干领域; 对农业机械化

工程作为二级学科专业简介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 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 总结了学科点所采

用过的 5 种实际应用的方法及效果。

关键词　农业机械化工程　硕士　研究生培养

为实现“到本世纪末, 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立足于国内”的目标, 面向 21 世纪生命科学

的发展和新的绿色革命的挑战, 高等农业院校必须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

为贯彻研究生教育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方针, 把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切实转变到以提

高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我们要努力加强学科建设, 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　形　势

发达国家的农业工程学科演化为生物 (环境) 工程学科[ 1 ] , 已成为明显的动向。日本在

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 现在研究农业机器人, 田间自动化, 农业生态环境的控制, 农

业机械化研究所改为生研机构 (生物系特定产业技术研究推进机构)。德国由于粮肉生产过

剩, 农业科研的目标已不是高产, 而是节能与环境保护。美国许多农业工程系已经改名为生

物系统工程, 生物生产工程系等等。发生这些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农机、电气化以及

土建为中心的农业工程在农村已经普及。日益发展的生物技术, 种植养殖业对生物环境的自

动监控等等, 促使农业工程科学技术向自动化, 信息化, 生物技术利用等高科技应用方向发

展。我们的农业工程学科应如何发展,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高等

教育要吸收国际上先进经验, 但不要不看国情照搬别国的模式。由于各国的历史机遇、自然

条件、土地资源、农业生产特点及经济发展的不平稳性在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各有特色,

但其共同规律说明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发达国家在本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

代先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美国 1940 年, 德国 1953 年, 日本 1967 年)。我国当前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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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很低, 要到下个世纪在 2010 年全国将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2030 年将全面实现农业

机械化的战略目标。从发展进程上看, 实现农业机械化我国比发达国家后进约 60 年。由于

农业机械化远远没有完成, 我国当前面临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实际问题和发达国家的情况

有很大不同。正如国际农业工程学术研讨会 (92- ICA E)农业工程学术教育组讨论纪要[ 2 ]所

指出: 以中国为例, 她有 12 亿人口, 人均不足 0. 1 hm 2 耕地, 并且自然、经济条件差异很大,

为发展生产农业及加工农业, 农业工程师在设计开发适用的农机具, 农用动力, 农业机械及

在适当农业机械化的战略决策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点和发达国家当前的情况有很大

差别。

我国农业,“九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 粮食生产能

力达到一个新水平; 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加, 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 2010 年, 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要再上一个新台阶。农业机械化的实施, 促进农业增产

增收, 抗灾保丰收, 增加社会效益和农民收入, 减轻劳动强度,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

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从而, 促进农村的经济繁荣, 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没有农业

机械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然趋势。然而,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科学技术问题远

未解决[ 3 ] , 应该依靠自己的科技队伍, 进行创新和实践。面向 21 世纪, 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

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 已成为紧迫的任务。

2　方　向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各学科之间不断地综合与分化, 绝大部分学科突破了原

有的界限, 在更加广阔的科学技术领域内向深层次发展, 这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特

别是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组织了对现行专业目录的修

订工作。基本原则是科学、规范、拓宽。目标是理顺和规范一级学科, 调整和拓宽二级学科[ 4 ]。

从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 农业机械化的服务领域正在拓宽。发展“两高一优”农

业, 实现农业现代化, 必须树立“大农业大农机”的思想。摆脱单一农田作业机械化的旧模式,

农业机械化的内涵横向扩展到农、林、果、牧、渔多种经营全方位的机械化; 纵向扩展到产前

的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后农副产品贮藏、加工、运输和销售的机械化。根据国家新专业目录,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 包括 4 个二级学科。①农业机械化工程; ②农业水土工程; ③农业生物环

境与能源工程; ④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文件要求专业目录调整后, 应以调整后的二级学科

制订培养方案。并提出各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 在原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范

围内确定并调整研究方向, 加强学科建设, 更好地发挥原有的学科优势, 保持学科特色。

近几年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 我国农业机械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经

济发达地区、商品粮集中产区、大城市郊区、国营农牧渔场等要先一步发展和实现主要作物、

重点养殖业大部分作业项目的机械化。面向 21 世纪,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劳动力向

二、三产业转移和农业全面机械化战略性任务的实现。建议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研究方向加

强以下领域。

2. 1　农业 (含农林牧果渔业, 下同)机械的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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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订的国家新专业目录中, 学科名称中含有“农业机械”字样的, 只有在农业工程中的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原属农业工程的农业机械设计制造调整至机械工程, 其二级学科为机

械设计及理论, 车辆设计与制造工程; 根据内涵发展为主的方针, 农业机械化工程, 可以理

解为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农业机械化生产部门中去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由此, 农业

机械的性能设计、研制、试验与推广即农业机械的开发研究历史地落在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

上。由于本学科一般设在农业院校, 更有利于和农业生物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有机结合,

研究新的农业机械化的作业方法, 作业工艺及其配套农机具, 更有利于农业机械“开发”中带

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的顺利解决。

2. 2　农产品加工 (含饲料加工)机械设备的研究

农业机械化的内涵包括了产后农产品贮藏加工、运输的机械化。近几年随着农业丰收,

国家对农产品贮藏加工能力明显不足, 出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 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产品

加工产业, 立足乡镇工业建立生产、加工、销售联合体, 既保证原料及时供应又为农业富余的

劳动力创造就业的机会, 农产品就地加工而后增值, 为农业发展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

修订的新专业目录中, 原农业工程的二级学科农产品加工工程调整至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为了与食品、轻工、交通、商业等部门有一个适当分工,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在“产后”

作业项目上, 以“就地”和“初步”为界[ 5 ]。“就地”指县、乡、村以内的地理范围,“初步”指加工

的深度成为便于贮、运、销的初级商品为界。

2. 3　农业机械化的机电仪一体化技术研究

目前, 国外电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耕种、田间管理、收获、农副产品加工、畜牧工程、灌

溉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包括测试、监测、报警、自动控制等多项工作。世界新一代农

业动力与作业机械, 已经明显地显示了这一趋势, 使农业机械无论在质量上、品种方面, 还是

在适应性、可靠性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面向 21 世纪, 发展机电仪一体化技术, 改进农

业动力及作业机械, 进而研究农业生产的自动化问题。

2. 4　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研究

农业 (含农林牧果渔业)生产机械化应以增加粮棉产量为重点, 尤其是水稻、玉米生产机

械化; 农业生产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要发展以农机化为中心的节本增效工程;

全国中低产田约 0. 667 亿公顷 (10 亿亩) , 针对其春旱、夏涝、盐碱、高寒, 风沙等减产因素,

发展深松压碱排涝、免耕少耕、秸秆还田、根茬还田等新的土壤耕整方法开展土壤改良的机

械化工艺与设备研究; 适应当前温室蔬菜的快速发展, 研究设施农业的机械化问题。

3　建　议

对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作为二级学科专业简介有关问题建议如下:

3. 1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农牧业机械化技术与管理, 各种农业机械 (指含农、林、果、牧、渔的大农业, 下

同)设计开发试验研究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3. 2　业务范围

形成以机械工程为基础, 实现农机与农艺结合、机械与电子结合、技术与管理结合的主

干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 宏观方面研究农业机械化决策、战略、规划、管理; 微观方面研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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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农业机械的创制开发, 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工艺方案, 机具配备, 机器运用与维修工程。毕业

生应具有本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分析和解决农业机械化工程实际

问题的能力。

3. 3　主要研究方向

根据农业部 1990 年 8 月修订的《农业机械化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研

究方向, 包括七个方面:

1) 农业机械化宏观分析与综合研究 (6 % )。

2) 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研究 (18 % )。

3) 密切与种植、畜牧、养殖生产工艺相结合, 研究和改进作业机具、机组与机械化工艺

(32 % )。

4) 农业动力的选型性能改进和替代能源应用的研究 (12 % )。

5) 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的研究 (16 % )。

6) 农业机器的维修工程 (4 % )。

7) 农业动力与作业机具的测试技术和仪器设备的研究 (12 % )。

上述各方向所附百分比数, 是按沈阳农大农业工程学院已授硕士学位的 52 份硕士论文

分类统计的。从比例数可见培养方案提出的 7 个方向基本是合适的; 鉴于新专业目录颁布

实施, 针对新的情况, 根据内涵发展为主、拓宽二级学科的精神, 上述研究方向 3) 建议改为:

农业机械性能设计与试验研究。研究方向 5)农产品加工 (含饲料加工) 机械设备的研究, 应

继续保留而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在“产后”作业项目上, 以“就地”和“初步”为界, 做到同食品

科学与工程, 有一个适当分工。

根据国内外农业机械化学科的发展, 建议再增加一个研究方向, 即:

8) 农业机械化的机电仪一体化技术研究: 发达国家现在正在研究农业机器人, 田间自

动化; 面向 21 世纪发展, 这个方向应作为本学科专业方向之一。

3. 4　学位课程

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4 学分) : 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自然辩证法概

论》, 以增强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掌握科学方法; 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 独立思考, 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和共产主义觉悟。

2) 外国语 (6～ 8 学分) : 在本科外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词汇量, 巩固和加深语法

知识及其应用, 提高对外语书刊的阅读和翻译能力, 应能比较顺利地独立撰写专业论文摘

要。

3) 工程数学 (6 学分) : 主要讲授工程技术需要的内容, 包括: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数

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计算方法。

4) 高等农业机械学 (3 学分) : 这是专业的主干课程, 要求与大学本科课程衔接。课程内

容适度求精、新、深, 不求全多而求实, 讲述先进的工艺、结构、理论和原理。包括种植业机械

(含拖拉机、内燃机等动力机械)畜牧养殖机械的工艺、结构、理论的发展。

5) 高等农业机械化管理学 (3 学分) : 学习运用现代化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 主要是运

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及计算机技术, 以其处理农机化管理中比较困难, 比较复杂问

题的课程, 这是培养高层次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研人才必备知识和能力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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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　法

国家教委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研究生论文选题要结合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 除少数专业外, 大多数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要注意承担应用研究和有应

用前景的基础研究的课题及任务。

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受到经费、分配制度、实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 导师和研究生往往只

能被迫选择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且容易通过答辩的选题。某些硬件题目做了多因子试验求

回归方程, 参数优化而未见其推广与应用; 软件题目做了许多调研, 系统分析, 有关单位也未

采用实施; 这是当前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为了克服研究生论文选题时某些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 我院先后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4. 1　培养工程类型硕士

选择“2ZJ - 4 型水稻插秧机模拟加载试验装置的研制”课题, 完成了试点工作。研究生

以优异成绩毕业, 其论文已在北京国际农业工程研讨会 92- ICA E 发表。这种类型硕士除

完成科学研究撰写论文之外, 对具体工程项目经过调研、构思、设计、绘图、加工、装配、调试

等一系列过程, 应做出成品应用于生产。

4. 2　加强横向联合, 与科研院所, 工厂企业合作培养研究生

发挥科研单位的设备优势, 所培养硕士的学位论文“微机在拖拉机田间测试中的应用”,

被美国A SA E 年会录用; 发挥专业厂制造能力, 有利于论文在生产中应用。硕士论文“手动

修枝剪剪切过程、刃型及结构的研究”所研制的产品获第一届全国花卉博览会科技进步奖。

4. 3　结合导师的科研课题进行论文选题

既保证研究生的实际锻炼又可以为科研做出贡献, 我院许多选题结合得很好。例如“稻

壳膨化机主要技术参数的试验研究”硕士论文所研制的机器获国家专利并转让厂家生产

400 余台。硕士论文“水果物理机械特性的无损伤测试研究”与“小型梳穗收获机的研究”分

别获得沈阳农业大学顾慰连纪念奖学金。

4. 4　结合实验室建设培养研究生

属于专业性很强的非标准实验设备, 目前仍是薄弱环节。研制实验设备对培养研究生科

学研究与实验分析的能力, 组织能力都是很好的途径。硕士论文“圆管式悬挂测力框架的设

计与试验”所研制的设备已应用于实验室测试。

4. 5　开展同等学历的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工作

采取积极的态度、稳妥的步骤; 重点抓好资格审查, 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目前我院已有

6 人被授予硕士学位。这部分同志一般实际经验丰富, 再进行理论学习的深造, 论文在解决

生产指导生产方面具有特色。“工程轮胎保护装置的研究”硕士论文, 为国家开发了一种轮胎

保护链网并已发展为三个系列八种规格, 填补了国内空白。

5　结　论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6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促进科技教育

同经济的结合。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合作, 走产学

研结合的道路, 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 力量分散的问题。鼓励创新, 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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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作为高层次的农业工程研究生教育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 抓住机遇, 解放思

想, 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 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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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 ion s on the Program for Tra in ing M a ster

Cand ida tes in Agr icultura l M echan iza tion

Eng ineer ing and Its Execution
L i B a ofa　S un Zhongy ing　W a ng Q isha n

(S heny ang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S heny ang )

Abstract　 In o rder to in troduce refo rm s in graduate t ra in ing in agricu ltu ra l m echan iza t ion

engineering (A M E) fo r the 21st cen tu ry, in line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agricu ltu ra l en2
gineering a t hom e and ab road, w ith the revised“L ist of D iscip lines in W h ich Graduate

T ra in ing is P rovided and Ph D and M aster D egrees are Aw arded fo r the N at ion”, and w ith

the situa t ion of agricu ltu ra l m echan iza t ion in ou r coun try, the paper expounds and p roves

the u rgency of graduate t ra in ing in A M E. Based on 52 them es of m aster’s theses, the

paper review s the d irect ion of graduate t ra in ing and suggests severa l app roaches to m eet

the need of agri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in ou r coun try and to be streng thened as p rescribed

by the above2m en tioned list. A lso the paper m akes p ropo sa ls on issues concern ing the de2
scrip t ion of A M E as a grade II d iscip line. F ina lly, to overcom e the p rob lem of theo ry be2
ing d ivo rced from p ract ice in graduate t ra in ing, the paper sum s up five m ethods u sed and

their effects.

Key words　agricu ltu ra l m echan iza t ion engineering,m aster candida te, g raduate t ra i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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