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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新时期加强农机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思考
沈永哲

（辽宁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党所颁布的强农、惠农和富

农等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农业机械化在生产与发展中也有着非常

明显的作用，作业领域变的宽广。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管理经验，

从农机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问题与举措入手，通过完善监督体制，

构建投诉系统；加强合作力度，促进标准建设这两大关键方面来

为广大同仁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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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农业生产对机器的依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农

机也成为了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生产工具之一，也受到社

会和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农机的质量高低决定着生产的安全性

与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对农机企业和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

深远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后，十

年多的时间，我国农机产品的质量便有了明显提高，整体水平上

去了，投诉数量下降了。可是，与国际中的先进水平对比而言，

仍略显不足。尤其是在农机生产、修理和销售等方面，存在着些

许问题，甚至还会发展质量事故。因此需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改善。

一、农机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

农机质量是产品质量与使用效果的有机结合，其中囊括着农

机作业、产品、维修和服务质量。它具备着适用、安全可靠和售

后服务良好的特征，不仅是农业机械满足生产技术要求的举措，

也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基础环节。农机作业质量是指农艺要求、

机具情况、作业标准和操作技能等方面，要求其在生产中有效地

组合优化，反映出机械使用情况的结果。农机的产品、维修、服

务质量的高低都需要作业质量来评判，因此它是机械化的主要体

现；农机的维修质量是指维修之后的农机符合修理技术要求，其

中包含着维修网络建设、设备状况、零件质量和专业技能等，是

机械化的关键保障；农机服务质量则是说在管理方面应该提高产

品的质量，将作业与维修综合的体现出来，贯穿在机械化发展的

全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如今我国的农机产品监管部

门主要分为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行政部门组成。分别负责

生产、流通和使用方面的监管。

二、农机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农机质量的监督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在尺

度把握、信息公开力度、机构检验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不

同的监管主体对产业和机器的管理要求并不相同，需要企业不断

适应，具有难度。而且机器的安全与环保性能也没有明确要求，

现有制度无法全部管理社会中的农业机器。与此同时，农业信息

的传递较为闭塞，没有广泛的渠道，导致不能很好的流通，无法

吸取别人的优良经验。农机产品的质量检验工作目前大多由公有

机构担任，需要依附于各地部门，在业务方面也要依靠行政力量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无法发挥技术的优势与潜力，没有形成面向

市场的服务功能，缺乏竞争力。

目前农机质量监督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也难以保证。监督投诉

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事情，尤其在平时的产品监督工作中，需要

有专业知识的沉淀。所以在新型的社会背景下，管理人员要具有

良好的操作技能与专业知识，以便满足各项领域的要求。与此同

时，还存在着监督部门经费短缺、效率不高、宣传力度需要加强、

操作技术不规范等问题。

三、新时期下农机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对策

（一）完善监督体制，构建投诉系统

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完善监督管理的相关法规，促使能够得到

相应的指导，还要提高对该工作的扶持力度，将农机监督的经费

预算列入到财政之中，加强资金的投入力度，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

落实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对投诉监督系统的建立，使

相关案件能够被领导有效掌握，及时处理解决。管理监督人员要

保证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提高使用者的安全系数，增强对产品

的质量调查次数，发现其中的问题，促使生产工作顺利有效的开展。

（二）加强合作力度，促进标准建设

农机部门要结合相关部门，与物价、工商、公安和质检等开

展合作，把补贴机具当做重点，将维修网点的审定和市场整顿等

工作整合起来，打击哄抬价格和倒买倒卖等现象，杜绝垄断式经营，

保证每个农民的机器都有着稳定的质量，切身维护他们的利益。

与此同时，我国农机标准化工作的起步比较晚，投入方面也有所

不足，导致基础环节的研究没有到位，在很多领域中都存在着空

白现象。那么便要求管理监督人员要加快标准制的修订步伐，及

时掌握市场的总体情况，了解适用性。而为了农机管理工作的有

效开展，还需要对其进行队伍方面的建设，对人员进行相关调整，

提高综合素质。例如，可以开展相关的法规培训工作，促使他们

的业务能力有所提升，或者建立起崭新的信息沟通与培训制度，

促使人员能够得到长期合理的培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人员在对新时期的农机质量问题进行监督时，

要坚持做到以上几大方面，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改善现有的管理

问题，有效整合并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促进工作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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