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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农业机械化技术是我国目前科学技术水平

提升基础上所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形式，在现代

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对农

业机械化技术实现推广，不仅可提升现代农业机械化

技术的发展能力，也可实现农业产业的保质与增产，

缓解我国农业自身的生产压力。本文基于此背景，结

合广西某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探讨其具体存在

的问题和关于农机维修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有效的

解决对策，进而为实现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一些可

行性建议。

1　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推广概念分析

1.1　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自然科学

技术，也包含发展要素的配置方式、能够提升农业产

业化发展管理效益的各种理念、思想和方法技术等。

而这种演化的特征和现代自然、生态资源与环境，尤

其是农业产业的国际化竞争等各种硬性约束的要求不

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2]。在现有的农业技术发展过

程中，其可被分为不同的技术类型，如按照功能领域

来分，可将其分为资源、资本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形

式；而按照技术应用的领域来分，可以将其分为品种

技术、种养殖、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等

技术形式。

1.2　农业技术推广

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分析上，主要包

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1）狭义上的解释。狭义上的农业技术推广，

是指结合技术宣传和指导等方法，解决现有广大农

民技术接受能力不足的问题[3]。如果在技术的使用期

间，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与高效，如果农民不接受，也

不会被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因此，在狭义上的农业技

术推广中，技术宣传和指导占据着重要地位。

（2）广义上的解释。广义上的农业技术推广最

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广义上的农业技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第

一，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第二，结合多种途径和

方式来培育农民的综合素质；第三，对农村现有的生

产条件加以改善，也为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和扩散创

造重要的基础条件[4-5]。

1.3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主要就是通过采用培训、

示范、试验以及指导和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将农业

机械以及农业机械化技术普及和促进农业生产前、生

产中以及生产后的全过程活动[6]。

2　藤县现阶段农业技术推广现状分析

2.1　藤县农业技术推广基本情况分析

2.1.1　藤县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

藤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该县主要地

理条件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和盆地占比较小；气候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分明，夏长冬短。藤县年平

均气温保持在23℃左右，年有效积温保持在3200℃以

上，每年无霜期较长，高达350天，具有良好的农业

发展条件。

藤县市全国的双季水稻高产创建与整建的国家

级示范县，在近五年内连续被评为“生产先进县”。

尤其是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增长速度较快，其

中，2017年其完成农业种植总产值为45.5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8.3%；农业机械化率达到77.3%，同

比增长1%；其余粮食、油料、蔬菜等播种面积及茶

园、果园面积增长、农业产值和同比增长率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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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和表3所示。另外，目前全县整体的农机数量达

到24.5万台，总动力达到143.5万千瓦，全自动插秧机

已经实现全县的全面推广，达到普及化的水平。具体

如下表分析所示。
表2  藤县2017年与2016年各类农业种植面积与同比

增长情况统计

各类农业发展
2016年

（万公顷）
2017年

（万公顷）
同比增长率

（%）

粮食 8.2 8.7 0.6

油料 0.78 0.8 20.0

蔬菜 3.05 3.5 12.9

茶园 0.6 0.6 持平

果园 0.62 0.7 11.7

注：来源于2016年与2017年藤县农业局数据。

表3  藤县2017年与2016年各类农业产值与同比

增长率情况统计

各类农业产值 2016年 2017年
同比增长率

（%）

农业机械化率 69% 77.3% 8.3

粮食总产量 57万吨 57万吨 持平

油料产量 1.18万吨 1.3万吨 9.1

蔬菜产量 101.6万吨 116.8万吨 13.0

茶叶产量 19.6万吨 2.1万吨 6.5

水果产量 8.15万吨 8.6万吨 5.2

注：来源于 2016年与2017年藤县农业局数据。

2.1.2  藤县农业技术推广情况

藤县结合本省发展和中央指导的工作精神，根

据本县实际情况，在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推进

农业机械化发展，将机插秧技术快速推广到全县领

域。该项技术推广工作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内

容被列入政府工作议程。每一年所推广的水稻插秧机

型号和种类不断增加。
表4  藤县5年来农机保持情况统计

年度
农机总数
（万台）

总动力
（千瓦）

同比增长

2016 21.92 128.2 8.0

2017 23.59 138.0 8.0

2018 24.44 143.5 7.6

2019 24.72 156.2 3.6

2020 25.32 167.8 4.5

目前，插秧机各种机型多数都是进口，单价相

对较高，一般农民全额承担高昂的价格具有一定困

难。但是，从近五年的推广结果来分析，藤县向广大

农户推广机械的增长幅度较大。如2016年藤县只有9

个乡镇接受了这一推广工作，2018年就有15个乡镇接

受，再到2020年已经有17个乡镇接受。主要原因在于

两个方面：第一，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在农户购机方

面给予了足够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各项农机购置补助

政策和资金已经全面落实，减少农户购买农机的经济

压力；第二，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业发展平衡中做好

政策的扶持与稳定，正是基于这种稳定的政策支持，

给予更多农户购买机械的积极性。

在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与面积方面，农业技术推

广资金是指当地财政预算用于支持与推广先进技术和

高产优质产品的现代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这其中

包含多种补助形式，如高产创建补助、农产品产地初

加工补助和技术体系改革补助，以及国家已经确定的

其他类型补助内容等。随着藤县农业技术的推广面积

的扩大，每年支出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也得到相对应

的提升，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藤县农业技术推广资金统计

年份 投入资金
水稻种植面积
（万亩）

技术推广面积
（万亩）

比例
（%）

2016 30万元 79.35 11 13.86

2017 37.5万元 79.8 13.2 16.54

2018 100万元 80.54 17 21.11

2019 124万元 82.3 21 25.51

2020 140万元 83.5 23.4 28.02

结合上述表格分析可以明确的是，藤县近些年

水稻种植面积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并且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所投入的资金也在逐年增长，推

广的面积也是如此。农业机械化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技

术与水平的全面提升，也促进农业技术在县域内的稳

定运用与推广。但是，尽管藤县目前的农业机械化技

术推广效果明显，其在实际推广期间依旧存在一些不

可避免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3　藤县农业技术推广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机械存在推广和维修不对应的风险

目前，我国在农业机械技术水平方面已经得到

极大提升，且机械性能与以往相比也得到提高。但

是，这些设备与机械在购置的价格上要高，并且保修

流程久。如果在农忙期间突然出现机械故障需要维

修，由于这些设备配件需要返回原厂，这样所耽误的

时间会更长，而农忙时节时间不等人，这样就造成全

程维修的困扰，造成机械推广使用与维修之间存在不

对应的问题，最终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3.2　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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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县目前虽然有着一支较为强力的农业技术推

广人才队伍，并且在近些年县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在目前的队伍建设中这些人才

却出现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基层的机械化人才队伍后

备力量不足，新入职人才数量不足，导致现有的队伍

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后继无

人。调研发现，现有的在岗人员共60人，而35岁以下

的技术人员只有14人，50岁以上的有33人，几乎占据

一半以上的人数，这也是其目前专业技术力量不足导

致技术推广存在障碍的主要原因。

3.3　管理培训与推广体系落后

目前，藤县所具有的问题在于，很多农业机械

化管理部门在对机械化技术进行推广和管理期间，首

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降低支出成本，由此一再降低培

训费用。有些地区甚至依靠机械生产公司提供免费培

训，导致这种培训的实质内容发生严重的变化，已然

成为宣传形式的启发教育。农民参与这样的培训课

程，也不一定会切实操作这些机械和设备，造成部门

农机人员操作水平不高，田间作业质量较差、工作效

率低、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随之降低。在缺少技术与人

才支撑的背景下，必定会降低整个地区的农业机械化

推广与管理水平，这也是大部分基层地区在农业技术

推广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4　藤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的保障策略分析

4.1　农业机械化推广保障策略

4.1.1　制度保障

首先，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做好农业县域技

术推广的制度保障[7]，比如根据藤县不同乡镇情况设

定多个农业机械集中维修站。同时，在《农业科技推

广法》基础上制定附属性文件，为各维修站制定农业

机械维修的工作制度，重点强调农耕前的机械集中检

查和维修工作的落实，形成以点带面的维修网络，进

而帮助农民及时解决农业机械故障问题[8-9]。

其次，需加强农业技术执法力度。目前，藤县

存在部分机械维修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过于看重眼

前利益，在实际维修时尽可能的缩短维修时间，缺少

对农业机械使用的指导，导致农户无法标准化的实际

使用农业机械技术[9]。因此，为了能够促进农业机械

技术的规范化使用，藤县需要不断加强《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科技推广法》

等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执行力度，做好执行监督检查

工作。同时，县域内部还需要制定农业技术推广规范

制度，从而通过制度保障实现农业机械技术推广。

4.1.2　财政保障

首先，需加强财政投入，加强县域公益性的农

业技术推广财政扶持，对现有的支农与惠农资金投入

的结构进行调整，建立专项的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推广

资金，保障这些资金能够落实到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中。其次，需健全资金的投入机制，将现有县级财

政分配格局进行科学调整，制定详细的农业技术推广

投入比例细则，避免资金出现乱用的问题。

4.1.3　推广人才政策保障

为了促进藤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工作顺利进

行，该地区政府需要健全技术推广人才管理政策[10]，

以成长机制和人才的流动机制建设来营造一种“人尽

其才”的工作氛围，激励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以适

应现代农村经济体制建设与现代社会农业发展的具体

要求。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藤县为案例，分析了现有农

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政

策和资金保障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希望能

够为相关人士做出一定的参考，实现当地农业产业化

与机械化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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