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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新形势和水稻生产机械化问题

牛　盾①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摘　要: 介绍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与前景, 分析了在中国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农业机械化发展所面临的新形

势。结合中国国情, 对中国发展水稻机械化生产尤其是不同类型区域的技术体系和政策措施进行了概括, 提出了发

展水稻机械化生产的指导方针。通过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引进吸收先进技术, 加快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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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水稻机械化生产国际研讨会》(2000 年 4

月)上的报告内容, 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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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改革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历了 20 多年的光辉

历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

革发轫于农村。在农村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我国农业

机械化的经营体制和发展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农业机械化事业遵循市场法则和效益原则, 取得

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一,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机械化发

展新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普遍推行和允许农民自主购买、经营农业机械的

政策及时出台, 农业机械先于其它农业生产要素进

入市场, 引发了农业机械化发展运行机制的深刻变

革。农机经营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结合、多种经

营形式并存、相互补充、竞争发展的新格局, 并由此

形成了以农户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体制。农业机械

化的发展机制由计划调节转变为政策引导下的市场

调节。增长动力机制实现了由“外力推动型”转化为

“效益驱动型”。与此相应, 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

式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宏

观引导和调控。

第二, 农业机械拥有量快速增长, 农业机械化水

平持续提高, 结构不断优化。1998 年全国农机总动

力达到 4. 5 亿 kW , 比 1978 年增长 2. 8 倍; 拖拉机

拥有量达到 1208 万台, 增长 5. 3 倍; 拖拉机配套农

具达到 1578 万部, 增长 5. 0 倍; 联合收割机达到

18. 2 万台, 增长 8. 6 倍; 农用运输车从无到有, 发展

到 542 万辆, 农用运输车和农用载重汽车的混合台

数与拖拉机的混合台数之比由 1978 年的 1∶26. 16

提高到目前的 1∶1. 92, 结构逐步优化。1998 年全国

机械耕地、播种、收获面积分别达到 60053 千 hm 2、

38358 千 hm 2、23425 千 hm 2, 分别比 1978 年增加

19383 千 hm 2、25028 千 hm 2、20300 千 hm 2, 而且近

十几年来, 在机械收获总面积中, 联合收获的比例呈

逐年增大的趋势; 耕地、播种和收获三大作业机械化

水平分别达到 63%、25%、15% , 较 1978 年分别提

高 22 个百分点、16 个百分点、13 个百分点。

第三, 农业机械化适用新技术推广面积迅速扩

大, 加快了农业技术进步, 为农业高效优质高产作出

了显著贡献。近十几年来, 机械铺膜、深耕深松、节水

灌溉、化肥深施、精量半精量播种、秸秆粉碎还田以

及高效安全施药植保等机械化适用新技术的推广面

积迅速扩大, 小麦跨区收获声势浩大。1999 年新启

动了一批农业节本增效工程、水稻生产机械化、机械

化旱作农业示范县项目, 全国水稻生产机械化和农

业节本增效工程示范县总数已经达到 177 个; 除了

继续加大粮食产地烘干推广力度外, 还在全国 32 个

省 (区、市) 及计划单列市实施了“机械化旱作蓄水

保墒技术”、“水稻轻型栽培及收获机械化技术”、“旱

地坐水播种抗旱保苗技术”、“小麦覆盖种植机械化

技术”等“丰收计划”农业机械化推广项目。到目前为

止, 机械化肥深施面积已经达到 45252 千 hm 2, 精

量半精量播种面积已达到 24243 千 hm 2, 机械化旱

作农业面积已达到 17764 千 hm 2, 机械化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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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已达到 5510 千 hm 2。为了实现秸秆还田, 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 1999 年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 农

业部选择北京等 10 个大城市郊区和京津塘等 4 条

高速公路沿线为重点, 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资金

1. 86 亿元, 基层农机服务组织投入资金 10 亿多元,

项目区新增秸秆还田机具 3. 3 万台 (套) , 新增机械

化秸秆还田面积 549 千 hm 2。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

农机跨区作业发展势头强劲, 1999 年全国参加“三

夏”小麦跨区收获的联合收割机达到 8. 9 万台, 其中

跨省 (区) 作业的达到 4. 4 万台, 全国小麦收获的机

械化水平已经达到 63%。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大面积推广

应用的重要载体, 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大面

积运用, 有力地推进了农业技术进步, 加快了科技兴

农的进程, 为农业高效优质高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农业机

械化服务体系在实现根本性结构转换的基础上不断

地完善和壮大,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和

健康发展。目前中国有县级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

务机构近 2 千个, 职工 1. 6 万人, 其中技术人员约占

60% ; 乡、村、组及各种专业化的农机管理服务和生

产服务组织 45 万多个, 从业人员达到 190 万人; 农

机户超过 2000 万个, 从业人员超过 2500 万人, 其中

农机服务专业户近 400 万个, 从业人员近 500 万人。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引导下,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服

务体系向着“农机服务市场化、服务组织实体化、服

务实体企业化、企业群体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力

求实现自身产业化的基础上, 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经

营, 以技术创新带动制度创新。

2　农业发展新阶段与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形

势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的农业和农村

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突出标

志是: 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

为阶段性供大于求, 丰年有余, 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

进入小康。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一历史性

跨越, 为农业、农村经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要求, 也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在新阶段解决

结构性过剩的根本出路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进行战略性调整, 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小城镇, 实现城

乡结构的大调整; 以发展小城镇为依托, 相对集中地

发展乡镇企业,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尤其第三产

业, 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大力发展畜牧、水

产业和水果、蔬菜、花卉及优质饲料种植并在此基础

上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实现农业结构和种植

结构的大调整; 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 努力提高农产

品质量。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顺利和高效实施, 必须以

科技进步为基础, 必须以工程技术为依托, 必然要求

农业机械化有一个大的发展。农业内部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

的发展,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将促进就业结构

的调整, 加速农业劳动力的梯次转移过程, 另一方面

将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 既对发

展农业机械化提出了需求, 又为发展农业机械化创

造了条件; 资源密集型农业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

力, 也必须通过发展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

机械化作为现代的农业生产手段和先进农业技术推

广应用的载体, 将为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重

要的支撑。在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

入水平的同时, 有效地开拓农村市场, 拉动国内需

求, 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和新的推动力。

3　水稻机械化发展迅速, 市场前景广阔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快速发展, 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区域布局, 东、中、西三大经济带

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与梯度推进的态势; 但到“八

五”期末 (1995 年) , 南方与北方、水田与旱田、水稻

与小麦比较, 又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

形成“北高南低、旱高水低”的局面, 与当时我国粮食

生产北增南减、旱增水减的形势大体一致。1995 年,

小麦机械化播种和收获面积分别达到 16580 千 hm 2

和 13621 千 hm 2, 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 58% 和

47% ; 同期, 水稻机械化栽植和收获面积分别只有

673 千 hm 2 和 744 千 hm 2, 机械化程度分别只有

2. 2% 和 2. 4%。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 广大稻

区的农民对发展水稻机械化提出了迫切要求。为了

适应市场需求, 扭转水稻机械化发展的滞后局面, 政

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996 年农业部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水稻机械化“百县示范工程”;

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水稻机械

化生产适用技术与关键机具”首次被国家科委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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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国家攻关项目; 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推进

水稻生产机械化的一系列措施, 加强了水稻生产机

械化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工作。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农

民迫切需求协调互动, 推动水稻生产机械化迅速发

展。 1998 年机插水稻面积达到 941. 7 千 hm 2, 机播

水稻面积达到 295. 1 千 hm 2, 两项合计 1236. 8 千

hm 2, 比 1995 年增长了 84% , 机械化栽植水平达到

3. 96% , 比 1995 年提高 1. 76 个百分点; 机收水稻面

积 3150. 6 千 hm 2, 比 1995 年增长 323. 5% , 机械化

收获水平达到 10. 1% , 比 1995 年提高 7. 7 个百分

点。同期小麦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达到 19898. 8 千

hm 2 和 17482. 4 千 hm 2, 分别比 1995 年增长 20% 和

28. 3% , 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达到 66. 8% 和

58. 7% , 分别提高 8. 8 和 11. 7 个百分点。上述数据

表明, 虽然“九五”期间水稻生产机械化发展迅速, 但

与小麦相比, 呈现出相对速度较快、绝对速度较慢、

总体水平仍然偏低的基本态势。这一问题的形成, 主

要与水稻生产机械化难度较大, 缺乏先进适用技术

和机具有关。我国水稻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到谷物

总面积和总产量的 34% 和 44% , 是我国种植面积最

大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技术和机具问题一旦

得到有效解决, 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最大空间, 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4　生态类型多样化与技术类型多样化

我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从浙江到新疆, 都种植

水稻, 地域分布十分广阔。不同区域间气候和水土条

件差异很大, 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耕作制度和品种体

系, 有一熟制、两熟制、三熟制和两年三熟制, 有单季

稻、双季稻、麦茬稻, 有早稻、中稻、晚稻和粳稻、籼

稻、杂交稻等等。生态类型的多样化, 耕作制度的多

样化, 品种熟制的多样化, 必然要求水稻栽培技术

和机具类型的多样化, 既增加了机械化的难度, 又为

各种水稻机械化栽培技术与机具提供了用武之地。

水稻栽植的技术类型, 基本分为直播和移栽两

大类。直播有旱直播和水直播, 水直播又分为干谷直

播和芽谷直播。移栽分为深栽和浅栽两类, 浅栽又分

为有序和无序两种基本形式。深栽机具有插秧机、高

速插秧机; 有序浅栽机具有精密抛秧机、播秧机、摆

秧机、摆栽机等等。直播省去了育秧环节, 工艺流程

大大简化, 省工节本, 西方国家多采用此种模式, 在

我国单季稻区和稻麦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998 年

我国水稻直播面积达到 295 千 hm 2, 占到机械化栽

植面积的近 1ö 4, 估计今后还会有较快的发展, 但不

可能覆盖多数稻区。浅栽有利于增产, 但风险较大,

因此各种浅栽技术与机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深栽技

术和插秧机。

我国水稻机械化收获技术和机具也是多样化

的。从技术角度讲, 主要分为分段收获和联合收获。

联合收割机基本上分为全喂入式、半喂入式、梳脱式

三类。全喂入式联合收割机通用性强, 但收获水稻尤

其在南方多熟制地区有个湿脱湿分离问题, 动力消

耗较大, 夹带损失偏高, 但西方国家大多用这种机

型; 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收获水稻适应性强, 日本、

韩国、我国的台湾省多采用这种机型, 但结构复杂,

成本偏高, 效率偏低; 梳脱式联合收割机动力消耗

小, 效率高, 成本低, 但损失率、破碎率、适应性、可靠

性问题还未得到完全解决和验证。如果全喂入式联

合收割机能有效解决夹带损失问题, 半喂入联合收

割机能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价格, 梳脱式

联合收割机能尽快解决可靠性和稳定性问题, 则我

国的水稻联合收割机市场很有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

局面。

总之, 我国水稻机械化生产的技术类型和机具

类型将是多样化的, 丰富多彩的, 市场是广阔的, 各

种先进适用技术与机具都有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

但都需接受市场检验和农民选择, 我国政府也将加

大质量监督执法力度, 保护农民利益, 保护国内外厂

商的合法权益。

5　抓住关键环节, 配合多方面措施积极推进

水稻生产机械化发展

　　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中

心任务, 根据我国水稻主产区农作制度的沿改趋向

和特点, 积极发展不同形式的水稻生产机械化, 促进

良种、良制、良法的综合配套, 推动种植结构的调整

和品种结构的优化; 重点发展水稻旱育稀植和轻型

栽培机械化技术, 抓住育秧、栽植和收获关键环节,

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 加大先进适用技术与

机具的科研开发和示范推广力度, 尽快提高水稻生

产的机械化水平; 实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有机

结合, 建立健全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 提高组织化程

度, 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经济效益。1997 年农业部就

提出了抓住重点地区、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发展农业

机械化的思路。关键环节就是指水稻生产全过程的

“一头一尾”, 即机械化栽植和收获。现在看来,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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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尾需要“前伸后延”: 向前延伸到工厂化育秧和

种子处理; 向后延伸到谷物烘干和精米加工。通过政

策引导和试验示范, 实现育秧规模化、供秧商品化、

服务社会化, 不仅可以育出规格化的适龄壮秧, 为后

续的机械化有序栽植和优质高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而且可以提供统一购种、供秧、机械化移栽一条龙服

务, 推动农机服务的产业化; 随着联合收获机械化的

发展, 烘干机械化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必须解决体制

问题, 烘干机械化才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如果把收

获、烘干、精米加工结合起来, 提供一条龙服务, 也可

以推动农机服务的产业化; 如果进一步把统一提供

购种、供秧、耕整、栽植、施肥、植保、收获、加工服务

等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产业链, 实现生产、加工、运

销、服务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 成为联结农民与市场

的桥梁, 提高附加值, 增加盈利, 将会有效推动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

6　加强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消化吸

收先进的技术, 为我国农业机械化, 尤其

是水稻生产的机械化服务

　　前面已经提到, 近年来我国水稻机械化虽然相

对发展速度较快, 但绝对速度还是偏低, 缺乏适用先

进技术和机具是一大制约。尽管近年来加大了研制

开发力度, 但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 必须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加强与世界各国

的交流和合作。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也要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不仅要加强与西方国家

的合作, 更要加强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农业生产

特点与我国相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越南、印度等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既要加

强政府间的合作, 也要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大学间

的合作, 还要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近几年

来, 我国北方地区与美国的约翰迪尔公司 (John

D eere) 合作生产了稻麦两用联合收割机, 南方地区

和日本洋马公司合作生产人民号半喂入式联合收割

机, 对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 尤其是水稻收获机械化

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是很好的合作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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