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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农业工程学科的定义、学科对象及其研究性质、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 概述我国农业工程学科的建设现状、学科分类及学科的
发展特点。根据现阶段国内发展需求 ,指出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为适应全球发展的新变化 , 就农业工程学科建设及
其技术发展进行探讨与思考 ,并提出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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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Subject in China
HU Liang-long et al  ( Nanjing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 Nanjing , Jiangsu 210014)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 studied object , research property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subject were reviewed . The current con-
struction situation, subject taxonomy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subject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 Accordingto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at present stage , the orientation and emphasis for developi ng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technique were proposed . To adapt
to the newvaria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 some discussions and considerations on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 ng subject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 ng technique were conducted and som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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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工程学科是农业科学的3 大分支( 农业生物学、农

业工程学、农业经济学) 之一, 其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机械化、

农业生物环境控制、农产品加工、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农业电

气化与自动化、农业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农村能源等技

术[ 1] 。农业工程科学在近80 年的发展过程中, 大致经历了

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着重于将机电装备和其他工程设施用于

农业, 并研究开发适用于农业的机电设备及其他工程设施 ;

第二阶段是随着农业生物学、工程技术以及工厂化、集约化

农业的发展, 研究农业生物环境的监控与改造以及农业生物

体在生长、繁育、贮藏和加工过程中各种工程手段之间的相

互作用 , 有效促进生物生长和产品品质的转化[ 2] 。

1  发展历程

1 .1 国际农业工程学科的模式 

1 .1 .1 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自1907 年起成立农业工程师

学会, 在国内各州立大学既设立机械、土木、化工、电力电子

等工程系, 又设立农业工程系, 以培养站在土木工程与农业

科学之间的 , 其工作领域与其他工程既无竞争又不重复, 需

要特殊训练的农业工程师; 而在农业工程系下又设有农用动

力与机具, 农业建筑与环境、水土关系, 电力与加工等专业。

除私人公司外, 美国还在农业部设立主管农业工程的部门和

各种有关农业工程的专业研究所。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及

有关组织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法。

1 .1 .2 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模式。自1922 年建立苏维埃联盟

国家以后, 设立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与土壤改良、农

业机械设计制造、农业建筑、饲料工业等专业或专业学院及

专业研究所。这些专业、学院及研究机构分属不同的政府部

门管理, 没有正式建立农业工程学科, 也没有突出强调这些

学科专业具有特殊的边缘学科的属性。结果这些专业的研

究、训练、管理和投资方向自然就向传统通用工程学科倾斜。

虽然前苏联农业机械学派在一些基础理论分析方面达到国

际最高水平 , 然而对农业的贡献却没有美国突出, 主要是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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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派更多的是从农业的观点出发, 将农业机械作为农业工程

学科的一个分支来处理, 而不是视作传统机械工程学科的一个

分支。20 世纪东欧诸国及我国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较大[ 3] 。

1 .2 我国农业工程学科建设

1 .2 .1 发展基础与现状。建国后我国由于采用前苏联式管

理体制, 结果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效率很低 , 农业机械化的

增产增收效益不显著, 灌溉用水浪费、肥料流失和水源污染

严重。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 为进一步更好地发挥工程科学技术在我国农业发展中

的作用, 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农业工程学科的建议。国家教委

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亦于1986 、1987 年在所制订的普通高校

本科专业及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草案中正式设立农业

工程学科门类。我国农业工程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已从

初期的农业机械院系农业机械化专业开始, 到目前已形成具

有农业工程一级学科下属4 个二级学科的完整体系, 其学科

绝大多数设在农业院校和相关领域科研院所中。4 个二级学

科分别为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

能源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本科专业目录中, 农业工

程类下设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农

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和农业水利工程4 个专业。全国已

有70 余所高校设有农业工程类院系 , 农业工程学科已形成

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全

国已有27 所高校的农业工程类院系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授

予权, 设有5 个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 个农业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点[ 4] 。农业工程学科除了综合应用一般工程科

学原理和技术外, 还广泛运用生物、农业科学和经济、管理科

学的理论及技术, 如生物体生长、繁育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

用关系的规律、经济管理和农业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 ,

逐步形成了工程、生物、农业和经济管理科学与技术交叉融

合的学科特征。20 世纪70 年代后期, 特别是80 年代以来 ,

随着生物、计算机、信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迅猛发展 ,

以及社会经济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化, 农业工程学科发展

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 .2 .2 发展趋势。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农业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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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到工程技术

科学与生物科学等密切结合的过程。农业工程学科逐步与

新的多学科交叉, 首先是表现在与生物学科的融合, 其次是

与多种新技术集成, 造就了新型的生物生产系统。近些年来

农业工程学科在动植物环境工程、农业遥感、电气与电子技

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农业系统工程、能源开发与利用、设施园

艺、饲料和食品加工工程、水土保持、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等领

域的研究呈现了崭新的发展势头。二是依靠其他相关学科

理论与技术的支撑。农业工程专家正在有效地将信息技术 ,

系统分析技术, 生物技术等新理论、新技术广泛地应用到农

业工程领域, 并形成新的生长点 , 实现农业工程技术的创新。

如设施农业的兴起, 为工厂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

以“三S”技术为核心的“精确农业”技术为实现传统粗放农业

向现代精细农业的转变以及最终实现信息化农业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撑。三是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进程加快。农

业工程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在推动现代化农业企业、现代

化村镇的建设与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如农业工程学科中的设施农业技术、节水灌溉技术、

秸秆氨化装置、户用生物质气化装置、各种饲料和食品加工

工艺与设备等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发展迅速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果。随着农业的高度发展, 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技术发展阶段 , 开始着重于发展机、

电、液一体化和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装备和服务于可持续发

展的集成技术体系的研究。在发达国家, 高度智能化的农业

机器人已投入使用, 使农业作业的精确度大幅提高。农业工

程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使农业机械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2  农业工程技术发展方向及重点

农业工程技术是农业工程科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体

现形式, 它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成果、工业生产方式、工程建设

手段和工程管理方法将农业生物技术、农艺措施、农业生产

过程和农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 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 ,

为农作物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 使农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

促进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品质提高, 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

高资源利用率,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

展[ 5] 。我国经济经过20 多年的发展, 短缺状况基本结束, 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进入一个新阶段, 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以优化品质、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 调整种

植业作物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 调整农业结构 , 调整农

村经济结构, 发挥比较优势, 优化区域布局, 使之与市场需求

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相协调。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的跨越, 必然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实现农业现代化, 因

此发展和推进农业工程技术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根据现

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背景和任务 ,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

工程技术发展方向和重点将实现战略性的转移: 由小麦生产

机械化转向水稻、玉米生产机械化; 在全面提高粮食生产机

械化的同时逐步转向经济作物( 如牧草、根茎类作物) 生产机

械化; 在发展产中机械化的同时进一步向产前、产后延伸, 重

点开发产前种子加工、产后农产品加工增值和农业废弃物加

工利用的工程技术; 由狭义的种植业工程技术研发向农林牧

渔广义的农业工程技术研发拓展 ; 由生产建设为主转向生产

建设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并重; 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发

展, 加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液压技术、航空技术、光机电一

体化技术、自动化技术、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在农业工程

技术上的应用研究, 提高农业装备的技术含量、性能和质量 ,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6]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工程

发展的重点技术主要有 : 水稻玉米生产机械化技术、经济作

物生产机械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及成套装备、种子加工

成套技术装备、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技术、节水旱作农

业工程技术、设施农业工程技术、草原改良与人工草场建设

工程技术、生物灾害综合防治工程技术、农用航空技术、数字

农业工程技术等。

3  发展措施

进入21 世纪, 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人类社会发展发生深

刻的变化, 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应用技

术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就要求农业工程学科及其技术的发展

和研究与之相适应。近年来, 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对其农业

工程学科及相关学术组织进行调整或更名, 以反映其各自不

同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 并将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从传统的农业

机械设计制造和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转移到农副产品加工、

农业生产系统技术、农业生产资源有效利用以及农业环境保

护等方面[ 7] 。使农业工程学科朝着现代工程技术与现代生

物学密切结合的方向发展, 代表着国际农业工程学科发展的

主流方向和前沿方向。为适应新的变化, 我国的农业工程学

科发展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3 .1 大力调整学科结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广化和深

化, 科技与经济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边界

越来越模糊。为此 , 必须对学科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促进学

科之间的融合, 才能有效增强创新能力, 提高创新效率。一

要消除农业工程二级学科间壁垒 , 建立统一的农业工程学科

基础平台, 构建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相似于目前二

级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向, 为学科的交叉、融合及渗透创造

条件。二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教学, 强调基础理论在实

际技术应用中的指导作用, 为农业工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奠

定基础。三要开辟农业工程学科新的研究领域, 制定与学科

发展方向相适应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 进一步加强学科内

不同研究方向上的发展动态、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的研究手

段和方法, 使农业工程学科朝着现代工程技术与现代生物学

密切结合的方向发展。

3 .2 加强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充分利用发挥现有农业

科技创新的工程化平台 , 推动农业工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注重“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和“工程技术集成与推广服

务”平台建设相结合 , 促进生物农艺技术与农业工程技术一

体化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以国家级研究机构

和研究能力强的高等院校为主体 , 构建国家农业工程技术创

新体系的核心层, 开展自主创新, 成为农业工程技术的创新

源头; 以国家级工程中心与具有行业优势的大型企业为主

体 , 组建农业工程技术创新体系的转化层, 开展科技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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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要求又能生产中药材原材料,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共同提高。

3 .7 建设以地道药材为主的药材流通市场 贵州周边的云

南、四川、湖南、广西都有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而贵州却

是空白。安顺是黔中腹地, 贵州的交通枢纽中心, 又有着中

药材集散地的历史, 有岗乌和花江中药材市场的品牌效应。

随着中药企业 GMP 和中药商业 GSP 认证规范, 通过认证的

企业将会抓住机遇, 加大生产发展, 来满足药材市场的巨大

需求, 从而带动药材市场的销售 , 促进药材市场的发展, 并有

望逐步发展成为中药材专业市场 , 这需要政府的诱导和长远

规划。据不完全统计, 安顺的隐形中药材市场年贸易额为

1 500～2 000 万元 , 由于无专门的中药材市场, 或现有的岗

乌、花江自然药市和各地民间药市的中药材经营混乱状况 ,

使该市地产中药材浪费和无序流向外省, 而市内的制药企业

则需要到外省采购安顺市所产的药材, 这既增加了成本支

出, 又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 因而建设一批药材流通市场已

迫在眉睫。

3 .8 提高药农素质, 加强中药产业综合人才队伍建设  做

大做强中药材产业, 一方面要多形势多渠道引进省内外资

金、技术、人才和科学管理经验 ; 另一方面要加大提高农民素

质的力度, 这须政府统筹协调, 扶贫部门协作配合, 中草药办

牵头支持, 职业技术学院承担, 形成合力共同对农民进行科

技、文化教育培训, 提高药农的综合素质。2004 年7 月安顺

职院在“神内”项目资金中专门对平坝县药农进行了中药材

种植培训;2005 年6 月该市中药办与安顺职院联合举办了

“中药材( GAP)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栽培技术”培训班, 让技

术员和药农了解国家对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AP) 基地

建设和认证要求, 提高了农民生产种植水平。安顺职院已开

设04 级中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大专班,04、05、06 级中药制药大

专班。目前05 级学生2007 年6 月即将毕业, 就业创业问题

面临考验。随着中药产业化发展, 加快中药人才培养任务愈

发重要 , 政府须加大资金支持和宣传力度。

要引导支持建立由县、乡镇、村中药材技术人员、种植大

户、农民经纪人、药材加工企业加入的中药材行业协会和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让分散的农户联手闯市场, 增加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我服

务、自我协调的职能, 在中药材发展过程中联结市场、提供有

效信息、指导中药材种植、平衡产销利益关系等产业化经营

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要大力培养和发展中药材中介组织

和经纪人队伍, 拓宽和搞活中药材销售渠道, 提高药农的组

织化程度, 减少中药材交易成本 , 扩大中药材的市场份额, 推

动安顺中药材产业发展壮大。如2002 年安顺西秀区刘官乡

由村支两委组织种植户成立“山药种植协会”, 协会对公司农

户负责 , 发挥桥梁作用。至今“山药种植协会”与华泰公司每

年签订200 hm2 山药种植协议 , 公司在市场价低于协议价时

确保最低保护价收购的同时, 高于市场价则按市场价收购 ,

解决了药农种植的后顾之忧。这种通过行业协会的桥梁纽

带作用, 既能满足龙头企业的产品原材料的储备及供应, 又

能带动基地的农民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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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转化和产品创新, 成为行业技术的集散地与孵化器 ; 以

具有区域优势的科研机构和推广应用服务部门为基础, 构

建农业工程技术创新体系的辐射层 , 建立覆盖全国的推广

服务网络 , 成为农业工程技术的辐射源[ 8] 。

3 .3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我国农业工程技术的整体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学科间的联系显得薄弱, 学科的基础理论

显得不足, 学科的真正交叉还未形成, 还存有相当大的差

距。必须增强开放意识, 加强学术交流、技术引进与合作研

发, 力避低水平重复, 并关注农业工程学科的前沿研究, 跟

踪世界农业工程学科的最新发展。

3 .4  增强政策扶持力度 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重点, 具有

明显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公益性 , 应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一要择优扶持 , 建设一批按新机制运行的工程技术

中心 ; 二要在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上给予倾斜 , 在资金上给

予保证; 三要加强集成、中试、示范基地建设 , 加速农业工程

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四加大高层次、高质量农业

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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