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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陇东地区的农机大县宁县为代表，通过调查及对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地农机化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提出了

新形势下陇东地区农机化发展的主要对策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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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 农 业 机 械 化 支 撑 和 引 领 我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
这 是 我 国 实 现 由 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变 的 显 著

标 志 。 在 我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发 展 中 ， 农 业 机 械 也

充 分 发 挥 了 集 成 技 术、 节 本 增 效、 推 动 规 模 经 营 ，
改 善 生 产 条 件 ，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的 重 要 作 用 。 2010
年 我 国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首 次 超 过

50% ， 标 志 着 我 国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已 经 实 现 由 人 畜

力 为 主 向 机 械 化 作 业 为 主 的 历 史 性 跨 越 。 2013年

中 央1号 文 件 首 次 提 出 “家 庭 农 场” 概 念，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3月 底 在 江 苏 、 上 海 考 察 指 出 ：” 通 过

股 份 合 作 、 家 庭 农 场 、 专 业 合 作 的 形 式 来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 这 是 大 方 向 ， 是 有 效 的 载 体 。 ” 毫 无 疑

问 ， 农 业 大 机 械 生 产 与 以 “家 庭 土 地 承 包 制 ” 为

主 的 小 地 块 之 间 的 矛 盾 ， 必 将 会 随 着 土 地 规 模 经

营 新 体 制 的 变 革 而 逐 步 缩 小 。 同 时 ， 随 着 农 村 劳

动 力 向 二 、 三 产 业 大 量 转 移 以 及 现 代 农 业 向 区 域

化 、 产 业 化 、 标 准 化 方 向 发 展 ， 使 得 我 国 尤 其 是

西 部 欠 发 达 地 区 的 农 机 化 事 业 正 面 临 着 新 的 历 史

发 展 机 遇。
庆 阳 市 位 于 黄 土 高 原 的 中 西 部 、 甘 肃 省 陇 山

以 东， 习 称 “陇 东”， 是 甘 肃 省 传 统 的 农 业 生 产 大

区 和 绿 色 农 产 品 加 工 基 地 ， 素 有 “陇 东 粮 仓 ” 之

称 。 2012 年 全 市 机 耕 面 积 达 到 341.1khm2， 机 播

334.3khm2， 机 收159.7khm2， 农 田 作 业 耕 播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到 49.6% ， 高 于 全 省 10 个 百 分 点 。
宁 县 位 于 陕 西 、 甘 肃 两 省 的 咸 阳 、 平 凉 、 庆 阳 三

市 的 结 合 部 ， 是 “陇 东 粮 仓 ” 的 核 心 区 域 ， 也 是

当 地 农 业 人 口 、 农 业 生 产 和 农 机 发 展 的 大 县 。 全

县 总 人 口54.57万，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的20.67%； 耕 地

面 积64khm2， 占 全 市 的14.30% ， 其 中 川 原 地 占 耕

地 面 积70%以 上。 2012年， 农 业 机 械 原 总 值1.38亿

元 ， 农 机 总 动 力242.9kkW， 分 别 占 全 市 的17.25%
和15.72%， 农 田 作 业 耕 播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到

66.4%， 高 于 全 市16.8%， 高 于 全 省26.38%。 虽 然

以 宁 县 为 代 表 的 陇 东 地 区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进 入 了

快 速 发 展 期 ， 但 由 于 道 路 等 基 础 建 设 落 后 ， 农 业

产 业 基 础 薄 弱 ， 农 民 效 益 低 下 投 入 不 足 等 原 因 ，
使 得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仍 然 低 于 甘 肃 省 的 河 西 地 区

和 我 国 中 东 部 发 达 地 区 。 为 此 ， 我 们 深 入 分 析 了

宁 县 农 机 化 目 前 发 展 的 现 状 ， 提 出 了 新 形 势 下 陇

东 地 区 农 机 化 发 展 的 对 策 ， 期 望 对 当 地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推 进 有 所 借 鉴。

1 农机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农机补贴逐年增加， 农机总量大幅跃升

农 机 购 置 补 贴 政 策 实 施8年 以 来， 极 大 地 调 动

了农民购置和使 用农机具 的热情， 使当 地新型农机

具快速增加。 至2012年底， 宁县 各种农机 购置 补 贴

资金投入2 906.3万元， 补贴各类农 机具8 442台件，
惠 及 农 户1.25万 户 ， 带 动 农 民 自 筹 购 机 资 金6 400

DOI:10.13733/j.jcam.issn.2095-5553.2014.04.071

中国农机化学报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第 35 卷 第 4 期
2014 年 7 月

Vol.35 No.4
July. 2014



表 2 宁县农机作业及主要农作物机播机收情况 (2005~2012) (单位： khm2)
Tab. 2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 mechanical seeding and harvest of staple crops in Ningxian County (2005~2012)

表 1 宁县农机购置补贴落实情况 (2005~2012)
Tab. 1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urchase subsidy in Ningxian County (2005~2012)

万 元 。 农 机 原 值 达 到 1.38 亿 元 ， 农 机 总 动 力

242.9kkW； 拖 拉 机 拥 有 量 达 到6 441台 ， 其 中 大 中

型2 146台， 小 型4 295台， 配 套 机 具8 724台 (套 )，
大 型 联 合 收 获 机147台。 其 中 ， 小 麦 联 合 收 割 机 拥

有 量111台， 玉 米 联 合 收 获 机36台， 马 铃 薯 播 种 和

收 获 机 分 别 达 到45台 和39台， 瓜 菜 设 施 机 械226台

(表1)。 农副产品加工、 畜牧养殖、 林果业、 农田基

本建设等机械均有一定发展。

1.2 新技术推广成效显著， 农机作业水平稳步提高

2005年 以 来 ， 通 过 各 种 形 式 的 试 验 示 范 和 农

机 培 训 推 广 ， 使 得 当 地 农 业 机 械 的 作 业 水 平 全 面

提 高 ， 新 农 机 技 术 的 应 用 面 积 稳 步 扩 大 。 到2012
年 ， 宁 县 机 耕 面 积 64.7khm2， 占 可 机 耕 面 积

98.8%； 主 要 农 作 物 的 机 播 、 机 收 面 积 为65khm2、
32.4khm2， 分 别 占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及 收 获 面 积 的

82.5%和60.5%， 小 麦 生 产 基 本 实 现 了 全 过 程 机 械

化， 玉 米 机 播、 机 收 水 平 分 别 达 到76%、 40%， 马

铃 薯 机 械 化 播 种 和 收 获 水 平 提 高 到 近10% (表2) 。
其 中 ， 2012年 新 型 农 机 驾 驶 员 、 新 型 农 机 科 技 培

训 人 数 分 别 比2005年 提 高 了3.37倍、 1.73倍； 深 松

深耕、 免耕播种、 化肥深施、 节水灌溉、 保 护性耕

作、 机械化粉碎秸秆还田等新技术实施 面积分别比

2005年 提 高 了1.31、 2.75、 1.05、 3.06、 15.63、 6.0
倍 (表3)。 通 过 上 述 努 力， 使 得 全 县 农 田 综 合 机 械

化水平达 到66.4%， 实 现 了 当 地 农 机 化 从 初 级 阶 段

向 中 级 阶 段 跨 越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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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宁县农机新机具、 新技术的培训推广情况 (2005~2012)
Tab. 3 Promotion of new mechan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 new technology in Ningxian County (2005~2012)

1.3 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健全， 专业服务能力增强

陇东地区十分重视农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农

机体制改革中及时健全了各县农机推广站、农机化学

校、农机安全监理站，现均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大多

数县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乡镇农机站。 其中宁县不但保

留了全县18个乡(镇)中的17个农机管理服务站，而且

基本保证了每个农机站的人员、场地和一定的工作经

费，使宁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成为陇东乃至全省最

健全、从业人员最多的县，充分发挥 了政府公共 服务

体系在指导农民推广使用新机具、新技术方面的巨大

作用。
同时， 当地政府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机专业服务组

织和农机人才。 到2012年底， 全县农机从业人员达到

15 211人， 其中农机原值20万元以上的农机大户发展

到291户， 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到7个， 农机作业服务

队23个， 农机供应和维修网点162个。 农业机械已承

担了宁县70%以上的农业生产劳动量和运输量， 从农

业生产中替代出20万劳动力外出务工。 2012年宁县农

机 经 营 总 收 入 达 到1.85亿 元， 纯 收 入 达 到8 042.9万

元， 为农业人口人均增收158.98元 (表4)。

表 4 宁县农机服务组织和从业人员情况 (2005~2012)
Tab. 4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organization & staff in Ningxian County (2005~2012)

2 当前农机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农机专业人才素质偏低

近 年 来 陇 东 地 区 农 机 装 备 快 速 增 长 ， 农 机 化

水 平 迅 速 提 高 ， 但 农 机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严 重 缺 乏 。
以 宁 县 为 例 ， 全 系 统 现 有 干 部 职 工60人 ， 虽 然 具

有 大 中 专 以 上 学 历 31人 ， 但 专 业 技 术 干 部 只 有 4
人， 占 总 人 数 的6.67%， 远 远 低 于 全 国 基 层 农 机 化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中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占 总 推 广 人 员

48.9%的 比 例 ， 与 全 国 基 层 种 植 业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中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占 总 推 广 人 员 73.5%的 比 例 相

比 ， 更 是 显 得 远 远 不 能 适 应 快 速 发 展 的 机 械 化 水

平 需 要 。 加 之 受 体 制 限 制 ， 相 关 待 遇 无 法 享 受 ，
现 有 人 员 年 龄 结 构 老 化 、 农 机 技 能 知 识 断 层 ， 新

的 大 中 专 毕 业 生 没 有 及 时 补 充 ， 导 致 农 机 服 务 队

伍 整 体 素 质 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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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机科技推广经费严重短缺

农机服务体系虽然为陇东地区农业机化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但对大多数县乡农机推广机构来讲，
县财政仅维持在 “有钱养兵、 无钱打仗” 的状态。 即

便是宁县这样的农机大县， 超过50％的乡镇农机站仍

然没有科技推广经费的支持， 个别乡镇甚至缺乏农机

服务设施、 试验示范基地和固定的办公场所。 同时，
随着陇东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下降， 蔬菜、 畜牧、 林果产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迅猛， 这对当地农机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

农机部门因科研推广资金严重不足， 无力引进和推广

新型产业机械。 总之， 农机推广经费短缺， 造成了推

广队伍的不稳定， 已经成为农机化新技术推广的主要

障碍之一。
2.3 农机化发展的体制政策制约

目前， 陇东地区农机化发展的最大体制障碍就是

土地规模经营不足。 由于长期实行的 “家庭承包制”
为主体的土地经营体 制， 使得当 地农机作业 地块狭

小， 机耕道路狭窄， 农业机械的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

效能不能充分发挥， 加大 了农业机械 使用成本。 同

时， 在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上， 当地主要实行的是普

惠制的 “一卡通” 方 式， 虽然有公 开公正的惠 农好

处， 但缺乏向农机专业合作社 和农机大户 倾斜的政

策， 存在着大中型农机重复购置情况。 据宁县调查，
农民购置的拖拉机， 多数每年投入农田作业的时间不

足3个月， 其余时间被闲置， 造成国家补贴资金和农

机资源的严重浪费。
2.4 农机化发展的结构水平失衡

陇东地区近年来农业机械化虽然总体取得了跨越

性的发展， 但农机化发展的结构失调、 发展不平衡问

题比较突出。 以宁县为例， 结构失调主要表现为 “四

多四少”， 即中小型机械多， 大型复式机械少； 动力

机械多， 配套机械少； 粮食作物的农机具多， 蔬菜、
林果、 畜牧等产业农机具少； 产前、 产中作业和运输

服务机械多， 产后农产品加工机械少。 发展不平衡主

要表现为： 一是小麦 生产已实现 全程机械化， 但第

二、 第三大粮食作物的玉米、 马铃薯播种和收获机械

化水平还很低， 特别是缺乏适宜的残膜检拾机械。 二

是受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条件影响， 西部原区机

械化程度最高， 中南川原区次之， 东部残原区机械化

才刚起步。
2.5 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仍然较弱

陇东地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目前普遍存在机具

设备少， 组织化程度低， 服务领域窄， 运行不规范，
发展水平不高， 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其中， 宁县

有1.39万农机户， 但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大户

仅占2％， 远远低于甘肃省河西和全国发达地区水平。
目前， 受经济发展、 土地流转等因素制约， 其基础设

施、 服务层次、 经营规模和运行机制等还有待完善，
尤其在信贷资金、 建 设用地等方 面缺乏相应 扶持政

策， 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 农机社会

化服务能力仍然较弱。

3 农机化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3.1 不断完善农机补贴政策， 进一步发挥政策扶持

作用

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的实 施， 有力 地 促 进 了 陇 东

地区农机化建设与发展， 但实施过程 中也遇到了 一

些矛盾和问题， 需要采 取积极措 施予以破解。 建议

省市县政府出台更 多的农机化 扶持政策 措施， 包括

农 机 作 业 补 贴 政 策、 农 机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扶 持 政 策 、
农 机 化 培 训 经 费 保 障 政 策、 “平 安 农 机 ” 示 范 市、
示 范 县 (区 ) 和 示 范 乡 (镇 ) 建 设 扶 持 政 策 等 ， 不

断完善农机化政策扶 持体系， 使 农机化的每 个环节

相互衔接、 相互促 进、 整体推进， 产生更强 的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效应。
在具体实施 中， 一要加大 补贴的 范 围， 各 级 政

府 在 继 续 完 善 主 要 粮 经 作 物 机 械 补 贴 政 策 的 同 时 ，
应将养殖、 瓜菜、 苹果产业 及产后加 工服务业等 方

面的农业装备纳入购 机补贴范围。 二要重点 补贴和

推荐先进适用、 安 全可靠、 节能 环保的新型 农业装

备及设施， 补贴资金要向农 机合作社倾 斜， 以避免

不必要的重复购置。 三要 安排专项监 督监管工作 经

费， 加强农机补贴的 监督， 对违反 协议、 套取资 金

的行为， 要及时追究经 济法律责 任， 保证农机 补贴

的安全实施。
3.2 依靠市场机制和政策优势， 加强农机专业合作

社建设

农机合作社是未来农业生产的主体， 是大价值、
高效率农业机械的主要购买和使用者， 是农机新技术

的推广主体和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工作的新平台。 实践

证明， 只有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 才能实现农业规模

化经营、 标准化生产、 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 才能

提高土地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因此，
陇东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 就是要把发展

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

和主攻方向。
具体来讲， 一要科学规划引导。 要提出切实可行

的发展目标， 制定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标准， 明确资

金保障、 土地规模经营、 农机示范推广、 人员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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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不

断健全服务功能。 二要紧紧依靠市场机制， 结合当地

苹果、 草畜、 瓜菜三大主导产业， 围绕创建全国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区的富民行动， 盘活基层农机站

的发展模式， 引导农机制造企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其他社会资金投资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 三要加

大对农机合作社的财政扶持力度。 各级政府要在财政

支农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 用于支持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基础设施、 服务能力和信息网络等建设。 同时， 农

机购置补贴项目、 农机新技术推广项目， 有关农业基

本建设、 产业技术推广项目等资金要向有能力的农机

专业合作社重点倾斜。 四要加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法

人代表、 财会人员、 维修人员和高级操作工等业务骨

干培训， 通过晋级达标、 以奖 代扶、 树立 典型的办

法， 培育发展一批设施完备、 功能齐全、 特色明显、
效益良好的省市级示范合作社， 实现农机专业合作社

又好又快发展。
3.3 加强农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农机化新技

术示范推广

采用农机化 新技术是对 传统农业作 业 方 式 的 挑

战， 往往面临着一定的技术风险和收益风险。 对于经

济基础薄弱的农民来说， 在传统农业经营成本已经很

大的情况下， 购买农业机 械负担很 大， 加之对新 机

具、 新技术的不了解， 使得他们对农机化新技术的应

用， 缺乏一定的积极性和经济利益驱动。 因此必须依

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宣传示范， 才能进一步加快新机

具、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就 陇 东 地 区 来 讲， 目 前 应 重 点 做 好 以 下 工 作 。

一是重点依靠农机企业、 农 机专业合作 社和当地产

业部门， 探索建立以县乡 农机推广 站为主的国 家农

机 推 广 体 系 ， 加 大 乡 镇 农 机 站 的 基 础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 改 善 工 作 环 境 ， 配 备 专 业 人 员 ， 完 善 规 章 制

度， 提 升 服 务 能 力。 二 是 增 加 农 机 推 广 专 项 经 费 ，
加大农机和农艺技术的试验示 范力度。 要充 分利用

农机补贴政策优势， 有针对 性地引进新 机具、 新技

术， 通过召开农机作业现场 会， 用示范 效果来推广

新技术。 三是重视农民自 身技术示范 作用， 强化 农

机技能培训。 在技术推 广的过程中， 选择优秀的 产

业经营户、 农机户和 乡村干部， 进 行科技文化、 农

机技术、 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技能 培训， 充分发 挥农

民自身技术示范作用， 这已经 成为农机化 新技术推

广的主体之一。
3.4 不断调整农机产业结构， 全面提高农机化水平

为了全面提升陇东地区农机化发展水平， 目前必

须加快农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具体来讲， 一要在促

进总量增长的同时， 重点促进大马力、 高性能、 复合

式作业机械的发展， 加快老旧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更

新报废， 改善农业机械的配套比， 提高作业利用率，
降低单位能耗。

二要在稳定发展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机械的同

时， 重点引进推广马铃薯、 大豆、 紫苏、 中药材等粮

经作物机械， 引进推广果园微耕机、 果树修剪机等林

果机械， 牧草收获、 柔丝、 青贮等草畜机械， 大棚卷

帘机、 节水灌溉等设施蔬菜机械， 以及残膜捡拾机、
农产品加工等其他机械。

三要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要继续鼓励基础

比较好的西南部乡镇率先发展， 发挥农机化示范引领

作用； 同时加强对东部落后山区支持与指导， 引导农

民购置经济实惠、 轻便耐用的粮食、 林果、 畜禽养殖

等产业生产机械， 达到 “普及机耕机械、 发展机播机

械、 突破机收机械” 的目的， 推动山区机械化实现跨

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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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Longdong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Cao Hong1, Li Kerang2, Liu Wanl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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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ngxia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chool, Qingyang, 745000, China;

3. Qingyang Municipal Technology Promotion Station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Qingyang, 745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rvey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analyzed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local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Ningxian County-the big agricultural mechanized county in Qingyang City, Gansu
Province. Moreover, also proposed the main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fo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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