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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 
资源禀赋、路径变迁和政策取向*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历史，

指出其发展经历了从小型化向大型化的变迁。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模式同中国的农业禀赋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21 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农业机械跨区服务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新动力，并在土地细碎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双重约束下，保障

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现阶段，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重心是构建一体化

农业机械跨区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区域间农业机械资源的合理流动

和科学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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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生在中国近 30 年来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是美国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农业机械化过程的缩影。尤其是 2004 年以来农用大中型机

械的迅速崛起，并由此产生的横跨中国大江南北的农业机械跨区服

务，成为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理解中国农业机

械化内涵，首先要对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背景有充分的

认识。 

先看经济发展背景，在工业化、城镇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

中国的粮食生产条件发生了深刻变革。首先，就业非农化进程加速，

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田间用工成本上升。2001~2015 年，第一产业

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了 1.5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 50%缩减至

28%①。在农业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下，“谁来种粮”一度成为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担忧。 

再看资源禀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及其长期稳定的制

度安排，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较低。2013 年，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

仅为 0.5 公顷，远远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小农户标准（2 公顷以下），

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型国家。国内外一些学者预计耕地细碎化和数

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存量会对农业机械化产生不利影响②。 

最后看中国政府的农业机械化政策。为了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

                                                        
①1990 年和 2014 年，中国就业人员总量分别为 6.47 亿和 7.73 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

3.89 亿和 2.80 亿。1990 年和 2014 年，中国三种粮食的雇工工价分别为 2.9 元/天和 107.5 元/天，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②参见 Yamauchi, F., Rising Real Wages, Mechanization and Growing Advantage of Large Farm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Food Policy, 2016, (58):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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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缓解种粮劳动力流失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大力

推行农业机械化生产。2016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无论是新农

村建设，还是农业现代化建设，都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

造农业，目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并释放农村

劳动力参与新型工业化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2017年中央一

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

早在 2007 年中国就步入了农业机械化的中级发展阶段，2014 年农业

机械总动力为 10.8 亿千瓦，为 1990 年的 3.8 倍③。农业机械化促进

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缓解了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

引致的种粮危机。 

本文结合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梳理中国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路径及其成因，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供参考建议。 

二、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与路径变迁 

（一）农业机械小型化阶段：1981～2001 年 

1980 年，安徽省霍邱县 6 户农民集资购买了两台江淮―50 型拖

拉机，开办了第一个由农民自主经营的农机站，打破了不允许个体

经营固定生产资料的禁区。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民个人或

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
                                                        
③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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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的，应当允

许；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在现阶段原则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购置。”

自此，农户获得自主购买、经营农机的权利，农业机械经营主体由

过去的国家大包大揽发展成为国家、集体、农户联合经营和合作经

营共存的局面。 

但是由于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忽略本国农业资源禀赋、盲

目追求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失败经验，这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府

和学界对于将农业机械化重新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变得格外

谨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使农业生产规模骤然变小，大部分原有的

大中型农业机械丧失了其作业服务功能，部分地区原属于集体的可

移动机械也相应划分给了农户。一时间，政府对于投资农业机械的

力度下降，机械化一度陷入停滞和滑坡阶段。由于当时土地经营规

模过小④，大中型和小型农机具等与土地经营规模密切相关的农业机

械数量并没有增加，而拖拉机、汽车等主要用于田间运输的农业机

械数量增幅较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于农业机

械发展的指令性计划逐渐弱化，但是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小，小农户

和大农机之间存在天然的门槛，依靠市场力量和农户个人投资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不现实的，在改革开放后的 10 年间，中国的农机事业

一度陷入停滞，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数量反而下降了 7.2%。 

1994 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

                                                        
④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 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0.10 公顷，仅为同期世界水平的约三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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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背景下，以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也迎来了发展机遇。

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用工成本开始增加，粮食安

全成为隐患，机械对人力的替代成为兼顾城镇化和解决粮食危机的

必然选择，从而形成了对农业机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制

造业水平不断提升，自主研发的新型农机流入市场，有效地增加了

农业机械的供给，降低了农业机械购置成本。在农业劳动力外流危

及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下，中央将农业现代化的重心回归到农业机械

化。 

1995 年后，跨区机收服务开始兴起。随着参与主体的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不断延伸，政府开始对这一产业进行支持和监

管。在跨区服务这一新兴市场的带动下，1996 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

达到 67.1 万台，比 2005 年增长了 0.08%，是 1988 年以来的首次增

长。大中型农机数量逐年递减的趋势终于得到扭转。 

表 1  1980~2000 年主要年份中国主要农业机械数量和增长率 

年份 小型拖拉机

（万台） 
年均增长率

（%）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年均增长率

（%） 
联合收割机

（万台） 
年均增长率

（%） 

1980 187 — 74 — 2.7 — 

1985 382 15.4 85 2.8 3.5 5.3 

1990 698 12.8 81 -1.0 3.9 2.2 

1995 865 4.4 67 -3.7 7.5 14.0 

2000 1264 7.9 97 7.7 26 28.2 

平均 — 10.0 — 1.4 — 12.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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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小型机械。由表 1 可

以看出，1980~2000 年，小型拖拉机年均增长率为 10%，而大中型

农用拖拉机年均增长率仅为 1.4%。总结这一阶段中国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特点，可以看出，由于农地规模的限制，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

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开，这些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机械呈现小型化的

趋势，由图 1 可知，小型拖拉机动力在 1981~2001 年间一直保持平

稳上升的态势，而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几乎没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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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8~2014 年中国大中型和小型拖拉机动力（单位：万千瓦）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2015》。 

（二）农业机械大中型化阶段：2002年至今 

2001 年后，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造成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因为田间劳动力的流

失，农户自家投资小型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下降，2002~2004 年，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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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数量仅增长了 8.6%。这一时期，大中型农业机械开始起步，

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新动力。 

表 2  2004~2014 年中国主要粮食跨区机收面积与增长率 
跨区机收小麦 跨区机收水稻 跨区机收玉米 

年份 面积 
（千公顷） 

增长率 
（%） 

面积 
（千公顷） 

增长率 
（%） 

面积 
（千公顷） 

增长率 
（%） 

2004 12011.5 — 3046.7 — 85.4 — 

2005 11501.9 -4.2 3646.1 19.7 187.7 119.8 

2006 10718.6 -6.8 4288.7 17.6 206.7 10.1 

2007 11189.4 4.4 4789.7 11.7 406.6 96.7 

2008 12339.8 10.3 4872.7 1.7 680.9 67.5 

2009 13126.2 6.4 5985.5 22.8 989.6 45.3 

2010 13556.0 3.3 6180.0 3.2 1374.0 38.8 

2011 14789.7 9.1 6418.2 3.9 2238.5 62.9 

2012 14161.8 -4.2 7425.4 15.7 2744.1 22.6 

2013 14425.7 1.9 7696.7 3.7 3250.9 18.5 

2014 8376.3 -41.9 4884.5 -36.5 3171.9 -2.4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标志

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正式步入法制化进程。2004~2016 年，连续

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业机械化发展，政策逐步向大型农业机

械补贴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方向倾斜。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积极发展农机作业、维修、租赁等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农机合作

社等服务组织。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

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

务。 

这一阶段，农业装备结构持续优化，农机作业水平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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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面积持续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持续推进。农

机服务规模不断壮大，专业化的农机市场和产业链日趋成熟，以江

苏沛县为代表的农机跨区服务产业集群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

一大亮点。 

为了整治农业机械跨区作业过程中出现的“散机”等市场乱象，

2008年，农业部在《关于切实做好“三夏”小麦跨区机收工作的通

知》中指出，优先为农机服务组织和作业队发放跨区作业证，对无

《作业证》非法从事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加强监管并严厉惩治，大

力组织推广订单作业、承包服务和“场县共建”等服务方式。当年，

参加“三夏”抢收的联合收割机达到44万台，其中跨区服务的有28

万台，跨区机收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粮食收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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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4 年中国农机跨区面积   （单位：千公顷） 

注：机收为主纵坐标，机耕和机播为次纵坐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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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3年，农业机械跨区服务面积一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年均增长率为8.4%。从农作物的角度看，随着江苏、安徽等水稻种

植大省跨区作业的流行，跨区机收水稻成为跨区机收水平提升最重

要的来源，5年间作业面积增加了2874千公顷，而跨区机收小麦和玉

米分别增加了2086千公顷和2570千公顷，水稻、小麦、玉米的跨区

机收面积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3.2%和13.7%。 

表 3  2004~2014 年中国农机服务主体的个数和增长率 

年份 农机户 
（万个） 

增长率 
（%） 

农机大户

（万个） 
增长率 
（%） 

农机专业户

（万个） 
增长率

（%） 
2004 3198 — — — 361 — 

2005 3359 5.0 — — 381 5.5 

2006 3475 3.5 — — 387 1.6 

2007 3630 4.5 — — 400 3.4 

2008 3833 5.6 37.6 — 421 5.4 

2009 3940 2.8 39.0 3.7 446 5.9 

2010 4059 3.0 42.9 9.8 483 8.3 

2011 4111 1.3 44.6 4.0 512 5.9 

2012 4192 2.0 46.3 3.8 520 1.5 

2013 4239 1.1 52.3 13.0 524 0.9 

2014 4291 1.2 57.7 10.3 528 0.7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从农业机械服务主体的类型和发展趋势来看，由表 3 可知，

2004~2014 年，农机户的数量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这说明中国的

农机化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农机专业户的数量增加了 167 万个，但

增速同样趋缓；相比于农机户和农机专业户，农机大户的数量在 2012

年以后却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13 年、2014 年分别环比上升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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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3%，大大高于同时期的农机户和专业户的上升速度。这种结

构性的变化说明总体上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告别了之前快速提升的阶

段，过渡到平稳发展的时期，并且随着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和农户

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户添加新设备、新机具的意愿增加，催生了一

大批农机资产超过 20 万元的农机大户，农机自给率提高，从而降低

了农机服务市场的需求，专营性的农机化服务专业户增长速度趋缓。 

由于非农就业的小农户和兼营农户更倾向于购买农业机械服务

而并非直接投资农业机械，大中型农机跨区服务流行开来，加之国

家政策逐渐向大中型农机倾斜，2001 年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呈现

明显的大型化趋势。由图 1 可以看出，2001 年是中国大型农用机械

发展的分水岭，2001 年后出现了指数式的上升。而相比之下，小型

农业机械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继续上升的动力不足，机械动力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下降。2014 年，中国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第一

次超过小型拖拉机动力，成为最主要的农业机械。 

截止到 2015 年年底，中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1 亿余千瓦，大中

型拖拉机 607 万台，小型拖拉机 1703 万台，分别是 1978 年的 9.5

倍、10.9 倍和 12.4 倍⑤。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2016—2020 年）》强调，在“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建设中要提升农

机化水平，创建 500 个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农业机械化在未来依然

具有发展潜力。同时也表明，分散农户的小规模生产和家庭联产承

包造成的耕地细碎化并没有阻碍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实现。 
                                                        
⑤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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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增加了农业产出，但由此造成的耕地细碎化不利于农业机械化

的实现，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农机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难题。

新世纪以来，随着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农业的资源

禀赋出现了深刻变革，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路径也由此出现变迁。

因此，理解中国农业机械化内涵，首先要对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和

经济发展大背景有充分的认识。 

在耕地细碎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双重约束下，以大型农业机

械跨区服务为代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维

度，同时也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农业

机械化历史表明，土地细碎化并不制约农业机械化，农户对于农业

机械的使用量只与其同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有关，而同土地经营

规模的大小无关。而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农

业机械化更成为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今后的农业机械化战略规划和发展

布局中，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应协调好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从短期看，农业

机械化和城镇化存在资源竞争的关系。片面偏向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会导致短期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最终影响农业产出和城镇化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长期看，城镇化对于农业机械化有显著的正

向拉动作用，所以应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坚持城镇化为导向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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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战略。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做好农民工“市民化”

的工作。城镇化是通过促进农民就业非农化、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

业机械化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必须真正地融入城市，否

则“大雁式”的迁移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城镇

化拉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路径将落空。 

第二，土地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约束造成非农就业的

农户更倾向于向市场购买农业机械服务而并非直接投资农业机械，

所以国家应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心转向提升大中型农业机械的供

给能力和健全农业机械服务市场，从而降低农业机械服务成本、促

进农业机械服务市场的有效运行，农业机械服务市场既是符合中国

现阶段资源禀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也是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

色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表现形式。现阶段家家户户都投资农机是不

符合时代潮流的资源浪费，应适当减少小型农业机械的补贴。 

第三，考虑到农业机械化具有规模效应，需要有更好的专业化

分工来实现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因此应积极推进农业机械服务的

产业集群，推进农业机械服务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例如

在非洲加纳地区，虽然意识到农业机械跨区服务在农业生产中的重

要作用，并且季节差异使南北之间有大约 45 天的时间可以提供跨区

作业服务，但是由于缺乏区域之间的信息网络和物流上的支持，使

得该地区少有跨区作业服务的提供。 

第四，由于农业机械服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当树立

全域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发展观念，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互补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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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作用出发，制定更加具有全局视野的发展政策。形成一体化农

业机械跨区服务的信息平台，实现区域间农业机械资源的合理流动

和科学调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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