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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及对

策研究 

张君利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721013 

摘  要：农业机械化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增加农户收入方面具有显著意义。近年来，岐山县岐

山县紧紧围绕“产量高，品质优，效益好，生态安全”的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地方农机装备水平及农机产品研发制造能力，全

县农机化发展水平有了有了明显提升，但主要农作物在全程机械化、农机农艺农田协同配套、现代化农机数量，农机装备种类、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农机手安全操作水平和安全意识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了岐山县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同时对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农业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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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十四五”期间，我国三农工作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新阶段，因此加快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发展对于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2021 年底国务院印发了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未来五年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路目标和建设任务；2022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作为指导各地大力推进农

业机械化的重要依据。这些都是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举措。当前，岐山

在农业机械化发展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于地方促进现代化

农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研究提升地方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

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2.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2.1 岐山地区农业发展现状 

岐山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辖 9 个镇、106 个行政村，常年以

小麦、玉米种植为主，2021 年粮食播种面积 614114 亩，粮食产量

245179 吨；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 620207 亩，产量 247411 吨，主

要以夏粮种植为主。 

2.2 岐山地区乡村人口及从业人员现状 

2021 年岐山县乡村户数共有 94771 户，乡村人口共有 300390

人，其中男性 153241 人，女性 147149 人；乡村劳动力资源数 173865

人，乡村从业人员数有 143265 人，男性农业从业人员 26269 人，

女性农业从业人数 31276 人。 

2.3 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岐山县农机化装备数量、

水平逐年提高，农业机械种类不断增多。截止 2021 年末，全县农机

总动力达 36 万千瓦，拥有拖拉机 4020 台，收获机械 832 台，配套

农机具 8927 台。全县利用机械化进行耕种收割率约 90%，处理秸秆

的利用率约 97%。获得了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和国家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的荣誉称号。 

2.4 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存在问题 

2.4.1 农业机械化装备结构不平衡 

近年来，岐山县围绕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当地农

机装备水平和农机产品研发能力，全县农机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但主要农作物在全程机械化、农机农艺农田协同配套、现代化农机

数量，农机装备种类、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机手安全操作水平

和安全意识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且现有农机装备不能完全满

足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乡镇农业机械化发展层次不一，部分乡镇农

业机械率较低。 

2.4.2 农业机械化发展人才缺乏 

在对农业机械生产的人才调查中发现，农业机械生产的人才水

平普遍偏低。在问卷调查中，其中 86 份有效，农业机械化生产人才

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有 56 名，初中高中文化 29 名，大专及以上

文化 1 名，其中占比为：小学及以下占 65%，初高中文化占 34%，

大专以上占 1%，可见，机械化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同时，从事

农业生产者年龄一般偏大。在走访的 86 户农户家庭中，年龄在 30



 

 

 87  

岁及以下的有 3 人,31-40 岁的有 10 人,41-50 岁的有 23 人,51-60 岁

的有 19 人,60 岁以上的人员有 31 人。50 岁以上的农户占 58%，农

户普遍年龄较高，且农村青壮年大量涌向城市，由此可见，当前农

村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与快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已不相匹

配，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2.4.3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经过长期发展，目前岐山县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

服务功能日趋完善。服务形式日趋多元，服务功能逐步健全，但服

务仍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如机具不匹配，农艺融合性差，

机具发展落后，农机服务单一，特别是乡镇农机兼管员缺乏系统培

训，农机维修网点设备简陋等问题仍然存在。 

2.4.4 土地经营分散，农机作用发挥不足 

部分乡镇由于土地经营分散，农作物不能集中种植，农作物品

种、农田施肥标准不一致，从而影响农机作业的连续性，使先进的

新型农机设备和新配套工具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造成大型农业机

械闲置，导致农业使用成本变高。 

3.影响岐山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 

3.1 补贴政策宣传不全面 

就全县来说，目前关于农机购置的补贴政策的宣传主要集中在

县级，在乡镇、村庄宣传的比较少，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线上宣

传方式，大部分乡镇居民无法看到，且年龄偏大，对政策的具体内

容、操作方式、补贴条件等更为细致的内容，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造成了一些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矛盾和纠纷。 

3.2 农机推广人员和使用人员专业性较弱 

一方面县级通过系统学农机化专业知识及农机化法规的农机

化推广人员比例较低，特别是从事现代化农业及新型农机的研究者

更少，所以在开展农机化技术指导及技术培训时面临着知识储备不

丰富，不能匹配现代农机以及农机化推广实用性不强。另一方面，

多数农户对已有农业机械的特性，性能，技术参数和日常保养知之

甚少，一般都是用而不保养，致使很多机械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使农机使用率大为降低。 

3.3 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弱化 

农业机具的操作和维护相对来说较为繁琐,农机手不仅要对操

作技能熟悉，同时也需要有安全操作意识。监管部门对农机安全的

监督和管理除了对机具机械部件的检查之外，还需要重视农机手和

农户的安全意识、操作技术、维修技术和风险规避技巧等知识培训。

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基层农机具操作和维护、安全意识培

训等工作组织的较少，且宣传力度弱化。另一方面，部分农户在购

买农机装备后，不及时办理农机具牌照，不积极参加相应的驾驶培

训和技能培训，驾驶仅靠个人经验，这都是农机安全的隐患所在。 

3.4 对农机安全的监管手段较弱 

近几年来，农机安全检查已逐步常态化，农机安全问题日益受

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受执法权限所限,部分农民对农机监管工作不配

合，农机执法行大多以劝说、教育、责令纠正等方式为主，部分农

户、农机手不配合，因此，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3.5 农机化进程与农业发展不匹配 

近年来，农机具仍然以效率低，污染较重的落后产品和淘汰产

品占市场主导地位，机具更新速度较慢，这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所需

要的智能化、精细化农机不匹配，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主要

农作物在全程机械化、农机农艺农田协同配套、现代化农机数量，

农机装备种类、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机手安全操作水平和安全

意识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了岐山县农业

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同时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农业发展形

成了严重制约。 

4.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良田建设 

在调查岐山县乡镇农业机械作业效率较低原因时，发现散种植

户手中掌握着大量耕地，这部分耕地面积小且种植分散，不利于大

型农机装备耕种，大大降低了机械效率。要改善现状，一方面可以

实行规模化管理，对耕地集中管理、集中种植、集中收获，这样可

以使小地块的耕地连接起来成为大面积的地块，更有利于大型机械

的田间耕种和管理。另一方面，推进农户手中土地集中管理有困难

时，可以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社来解决问题。可结合现有实际情况对

农户主动宣传引导,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社,将地块整合一起，再分区域

种植作物，以发挥农业机械化的应有作用。 

4.2 加速生产机械化的全程全面进程 

依托于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项目，以小麦和玉米为重点，

全面推进生产全程机械化，特别注重育种、土肥、烘干等过程加强

农业机械化进程，同时提升种子加工、机械化质量、烘干等环节机

械化水平。在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方面，可重点引进果、菜、

畜、药等方面，确保现代化农业发展与资源生态发展协调。 

4.3 加强农机与农艺融合信息化建设 

在推广岐山“嘟嘟农机”智慧平台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和推广

“互联网+农机”项目，并致力于开发该平台的全新功能；加大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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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业

机械化方面，致力于推进大数据应用，以加速装备智能化、作业精

准化、调度可视化、管理数据化和服务在线化等手段的发展。通过

以上措施的有效落实，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地区农机信息化服务水平，

提高了农民科学使用农业机械水平，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支持在农机上安装智能信息监测设备，构建农机作业安全监控平台，

以获取农机作业信息，实现机械作业计量、远程监管和应急服务。

促进农机装备、作业生产、管理服务与农机信息化的高度融合。 

4.4 探索可行的农机推广体制建设 

一是创新农机推广机制。围绕当地农业生产需求，以县级为主

体，乡镇为辐射，合作社、农机大户、示范户为重点，引进推广适

合当地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发展的农艺、农机和经营体制配套的综

合的新机具、新技术。二是提高推广队伍人员素质。从统计数据来

看 2021 年岐山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614114 亩，比上年度增长 0.7%；

2022 年岐山县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 620207 亩，比上年增加 1%，农

机推广空间仍然很大，因此加强基层农机推广人员的培训，提高推

广人员自身素质尤显重要。 

4.5 提升农机研发和技术创新手段 

一是通过“引进来”理念，引进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先进设备，

并组织地方优秀人员学习其先进理念，争取在薄弱领域上实现突破；

二是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走出去”，学习先进企业创新研发理念，

做好农机创新研发工作，重点在育种、土肥、烘干等领域实现新突

破。 

4.6 加强农机、农技人员教育培训 

农业的发展重点在于科学，在于教育，依托市、县优质的学校

资源，建立新型职业农机手培育制度和实训基地，健全教育培训体

系，进一步提高农户、农机操作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化水平

和实操能力，为农机发展培育优秀人才。首先要加强农户及农机手

的教育培训工作。农业机具的操作和维护相对来说较为繁琐,农机手

不仅要对操作技能熟悉，同时也需要有安全操作意识。只有掌握安

全意识、操作技术、维修技术和风险规避技巧等知识，才能提升农

机使用效率。其次加强管理人员尤其是推广人员的培训工作。转变

推广理念，推广农业生产需要的、配套的、适用于特色产业的、精

细化先进化农业机械，同时拓宽服务领域，将惠农政策、农业机械

购置补贴等政策带到有需要的每位农户手中。最后要加强技术人员

的培训工作。在推进现代化农机发展过程中组建一支技术过硬、水

平一流的科研创新团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不断推动农机装备

制造业优化升级。 

当然，在加强除了强化教育培训外，还要加大地方农业的装备

及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并以培养符合农业机械化的人才为前提，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搭建发展平台。 

本文主要围绕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过程进行探讨。首先，

阐述农业机械化的相关概念和内涵，阐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其次，分析岐山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现状

及问题，第三，分析岐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从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良田建设，加强农机、农艺结合，完善农机服务

体系，加强农机研发推广及教育培训等方面，对岐山地区农业机械

化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旨在为当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

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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