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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吉林省近 �� 年的农机发展历程
，

浅析了农机化与农业结构调整不可分

割的关系
，

充分认识到农机化的发展必须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更新
、

发展
。
同时

，

农业

机械在新的农业结构中又起到一定的导向和推动农业新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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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 �� 年来的发展状况

�� 年代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
，

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了小型农业

机械热
。

小型农业机械热的形成是农民根据 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实际需要
，

有选择的使用

他们认为最有效益而又经济的机械
，

对当时农业机械化的规模
、

速度及发展方向作了自

发的调整
。

可以这样说
，

小型农业机械的蓬勃发展是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

要标志
。
���� 年吉林省小型拖拉机混合台已达到 ��

�

�万多台
、

大中型拖拉机 �
�

�万台
。

���� 年小型拖拉机混合台达到 ��
�

�万多台
，

大中型拖拉机 �
，

�万台
，

仅过 �年小型拖

拉机增加 ��
�

��
，

而大中型拖拉机则减少 ��
�

��
，

到 ����年小型拖拉机混合台达到 ��
�

�

万多台
，

大中型拖拉机 �
�

�万多台
，

与 ���� 年比小型拖拉机增长了 �倍多
，

而大中型拖

拉机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

从 ����年看
，

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
�

��
，

机播面积占播

种面积的��
�

��
，

机械收获面积仅占 ��
，

小型拖拉机 ���以上都分散在农户手中
，

但农

机具的配比则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

如小型拖拉机没有高地隙
，

不能解决中耕施肥和中

期喷药等
。

再由于小型拖拉机的连年浅耕
、

浅翻
，

造成土壤板结
、

理化性能变差
、

蓄水保

肥能力下降和病虫害增多等
，

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无疑是一大制约因素
。

� 新的规划与农业结构调整

在 ����年 �月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
，

吉林省提出了
“
���

”
工程

，

即用 �一� �
的时间

规划建设好 ��� 万 �扩标准化旱涝保收优质高产田
，

粮食生产产量达到 ��� 亿 ��
，

为国

家提供优质商品粮 ��� 亿 ��
，

生产优质肉类 ��� 万 �，

生产绿色有机食品 ��� 万 �，

农民

人均增收 ���� 元
，

实现农产品加工产值 ����亿元
。

建设 �大农业生产基地
���� 万

�澎 玉米
、

�� 万 �耐 水稻
、

�� 万 �耐 大豆的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 �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 �

收稿 日期
��以”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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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米
、

大豆
、

长白山生态食品 �大深加工产业为主的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 �绿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 �优质园艺特产品生产基地 �现代中药材生产基地
。

吉林省已被农业部定为

国家玉米
、

大豆和水稻优势产区
。
�����年吉林省选定 �� 个县�市区�作为优质专用粮食

生产区
，

其中玉米计划种植 ���万 �扩
，

大豆计划 �� 万 �扩
，

水稻为�� 万 �扩
。

可以说吉

林省此项工程的实现是需要农业机械和农业装备的支撑才能实施和实现的
。

因此
，

也为

省内农机行业提供了可用武之地
。

改进生产方式是发展我国粮食生产的一条根本措施
。
���� 年与 ���� 年相 比

，

全世

界人均耕地下降 ���
。

但是
，

由于生产方式的进步
，

粮食总产量提高 ����
。

而我国的粮

食总产 ���� 年与 ���� 年相 比仅增长 ����
。

可见
，

传统的农业内涵潜力已经不能解决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问题了
，

应充分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装备的重要性
。

近些年吉林省农机市场中农机产品年销售额为 巧 亿元左右
，

但是大部分是省外产

品
，

省内产农机产品比重很小
，

只有 �亿元左右
，

已经逐步拉大与其他农业大省的距离
。

为了振兴农机工业
，

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

应加大投人
，

加快农机新技术
、

新产品的开发研

制步伐
。

� 找准位置加速发展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提出
� “
把农业

、

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

重中之重
” 。

中央 �号文件提出的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中
，

不少都与农业机械化有关
。

支持粮食主产区
，

发展粮食产业离不开农机化
，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

潜力
，

对农机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

为农机化的发

展提供了机遇
。

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
，

增加外出务工收人
，

必然为农民购买农机产品

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
。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搞活农产品流通
，

必然会为农村运输车辆提

供用武之地
。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为农村工程机械提供市场
。

同时
，
�号文件提出了

补贴农机具的具体政策
�“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

对农民个人
、

农场职工
、

农机专业户和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
” 。

所有这些都预示

着农机化发展会有新的高潮到来
。

农机管理部门特别是制定政策法规的行政部门
，

在推进我国和吉林省农业机械化

的进程中
，

要考虑所制定的政策法规是否有利于规范市场行为 �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进

步和农机行业发展
。

农机具补贴政策的实施
，

要确实让购机农民得到实惠
。

农机企事业经营单位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走向市场
，

要根据 自己的优势
，

确

定发展方向
。

农机生产和流通企业要考虑长远发展
，

做到产品定位
、

市场定位和服务定

位
，

做好产品质量
，

做好市场和服务
，

才能获取应有的利润
。

随着我省工业省
、

科技省
、

生态省建设的发展
，

未来的财政状况会逐渐好转
，

农民收

人会增加
，

二三产业发展将会加快
，

农业多余劳动力的转移必将也会加快
，

国家和省的

农业减税和补贴的增加将会促进农机市场的需求增加
。

从总的方向看
，

吉林省农业机械

近期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完善现有的机械配套改造填补空白上
，

管理和制造部门应首先

抓好提高机械的制造质量和运用管理技术
，

突出新机具与新技术的推广工作
，

解决好动

力机械增长与能源供应不足及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对农机化发展的影响
。

科研院所应

从现在起开始研制出一批比较超前的农业机械设备作为技术储备
，

一但省内和农民的

经济好转马上能投人到市场中
，

特别是玉米
、

大豆
、

水稻的收获机械应把选型和研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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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搞上去
。

除传统的耕
、

耙
、

播机具外
，

抗旱节水的耕
、

耙
、

播机具
，

节水灌概机具
，

储藏
、

保鲜
、

农产品加工机械
，

农用运输机具
，

青贮和牧草机械等工作都应搞上去
，

尽快进人市

场抢占商机
。

同时
，

壮大省内农机工业和生产规模
，

使农机产业与农业大省相匹配
，

并将

把农机产品打出去
。

使产品多样化
，

走行政组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路子
，

建立良好的

农机推广机制
。

扭转小型机械多大型机械少
，

普通机械多高性能机械少
，

粮食机械多林
、

牧
、

副
、

渔机械少
，

单项及部分作业机械多和全程作业机械少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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