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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战略

举措的实施,对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产业,农机行业

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和机遇。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分析影响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的因素入手,重点围绕技术创新、人才培

养、政策扶持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促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再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 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作业质量；影响因素；策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impro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Operation Quality, 
Qingsong Kong 

Changfeng County admini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bstract] as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ters a new normal, as well as deepening the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a series of 

strategic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basic industr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majo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duc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paper,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duction are analyzed, focus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olicy support, it aim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echanised agriculture industry to a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one, and to tak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to a new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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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对农机装备需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农业

生产环境复杂多变、农艺要求严格以及人工操作存在一定局

限性等因素影响,导致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尤

其是在丘陵山区及边远地区,农业机械使用率更低,严重制约

了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因此,如何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和作

业质量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国内外

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工作实际,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生

产效率和作业质量,为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健康有序发展提供

参考依据。 

1 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1.1农业机械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对于农业机械

化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来看,我国农业机械化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具体来说,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当前,我国

大部分地区依然以小型拖拉机、收割机等传统农机为主,而大型

高效率、高性能的现代化农机占比较低；二是农机技术相对滞

后。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得到广泛应用,但是

由于农民群众文化程度不高以及接受新知识能力有限,导致很

多新型农机无法有效推广使用；三是农机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农机售后维修保养、安全监管等相关

制度,导致农机用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时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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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以上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了农业机械生产效率和

作业质量的提高[1]。 

1.2农业机械的使用现状 

在当前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对新技术、新品种等信息了解不

足,导致其无法正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机械。同时,一些地

方政府也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缺乏相应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使得农民难以全面掌握先进的农机设备及其操作技能。此外,

还存在着部分农户为了追求产量而过度依赖大型农业机械进

行耕作,忽视了小型农业机械的重要性,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

浪费。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落

后的状态,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机械的普及率不高,加

之相关部门的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很多农民并不能够充分利用

现有的农业机械资源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 

1.3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

在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来说：  

首先,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差异较大,

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也存在明显差距。其次,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购买新型农业机

械的积极性,但是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农户只是将其作

为一种“形象工程”来摆设,并没有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当中[2]。

再次,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以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为主,

这就使得农业机械化推广难度加大,同时也影响到了农业机械

的应用效益。最后,受制于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以及人才流失等因

素,国内高端农业机械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且核心技术缺乏自

主创新能力,严重制约了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步伐。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方面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道路通达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则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体系,优化财政支持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适合当地情况

的信贷业务,切实满足农民购机需求；此外,政府部门还应该注

重培养一批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农机操作人员队伍,

不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服务意识,从而更好地推动农业机

械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2 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的实证分析 

2.1模型介绍 

Tobit回归模型是一种常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用来估

计两个或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

响农业机械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地说,

我们将因变量定义为“农业机械生产效率”或“作业质量”,

自变量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状况以及外部环境等多个

方面[3]。在建立模型时,我们首先选取了一些可能会显著影响农

业机械生产效率或者作业质量的因素作为主要控制变量,然后通

过逐步引入自变量并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来构建最终的模型。 

2.2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

机械化水平,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农业领域中使用

各种机械装备和技术手段的普及程度；(2)农业机械投入量,该

指标是衡量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

影响农业机械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基本因素；(3)农机户素质,

该指标体现了农民对新知识、新技能接受能力以及应用能力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机械的操作和维护保养等环节。以上三个

方面构成了本研究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4]。 

为确保所选取的各项指标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本文将通过文献调研法、专家访谈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

筛选和优化处理。具体而言,我们首先邀请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对初拟的指标项进行打分并汇总整理,然后运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系数,最终确立了一套完整且可行的评价指

标体系。 

2.3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于某省份2019年的统计年鉴,选

取了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5个县市作为调研对象。通过实地走

访、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和筛选,最终得到

有效样本数共计486组。其中,男性占比为47%；女性占比为53%；

年龄方面以中青年为主,其中25-35岁之间的人数最多,达到总

样本量的3/4左右；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据比例

较高,约有60%；家庭人口数量在3人及以上的农户占据比例最高,

达到总样本量的近七成。  

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后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部分指标缺失值过多或异常值影响后续计算结果等,因此

需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工作。具体来说,我们采用了线性插值法

填充缺失值,同时利用箱线图剔除极端值,确保所采集数据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  

针对不同变量类型采取相应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包括均值、

标准差、频次分布等。此外,还需将所有变量转化为标准化数值

范围,便于后续数据分析和建模。 

2.4实证分析 

本节将通过回归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并探究

不同因素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作业质量之间关系的

影响。在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选取了以下自变量:农机购

置补贴金额(X1)、土地规模经营面积占比(X2)、农村劳动力转

移程度(X3)等。因变量为农业机械化水平(Y)以及其对应的生产

效率和作业质量指标值。 

农机购置补贴金额是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而

土地规模经营面积占比则呈现负向作用,即土地规模越大,农业

机械化水平越低；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也会抑制农业机械

化水平提高。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对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一定影

响。其中,农业科技投入强度越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应地提高；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业机械化水

平就会上升0.8个百分点左右。这些结论都符合预期,说明本文

的模型构建具有较好的解释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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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3.1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为了提高农业机械设备的使用效果

和工作效率,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首先,要加强对

于新型农业机械设备的研发力度,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

管理经验来实现产品性能的升级换代；其次,还应该注重对现有

农机设备的维护保养,延长设备寿命,降低故障率,从而保证农

业生产的顺利开展；最后,还可以采用多种手段引导农民合理配

置农机资源,避免重复购买、过度浪费等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

经济效益的提升。 

此外,针对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现状,政府部门

也应当加大扶持力度,推广适宜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农业机械设

备,并提供相应的补贴政策,以激发广大农户购置新机具的积极

性。总之,只有不断完善农机装备结构,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地

区农业生产需求,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向更高水平迈进。 

3.2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规模经营不断发展以及

国家扶持政策持续加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加快构建以农

户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必须大力培育

和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机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其在

现代农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要积极引导农民以土地托管、

半托或者全托等方式将自有土地流转给农机专业户或其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统一耕种管理,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

机械利用率及使用效益。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农机维修网点布

局,推广“一站式”综合修理模式,降低故障发生率,缩短修复时

间,确保农机正常运转。通过建立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促

进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普及,推动农业机械向高质高效转型升级,

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贡献率。 

3.3强化农机安全监管 

加强农业机械使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农民群众

合法权益。同时,要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机手、农

户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营造良好氛围。此外,

还应建立健全农机事故应急救援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处置设

备和物资,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有效

地进行处置。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不断

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针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优化技术装备结构、完善政策法规、

强化农机安全监管等措施来逐步解决,推动农业机械化向高质

高效迈进。 

以上是本文就如何提升农业机械生产效率与作业质量提出

的几点思考和建议,希望能够为有关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或

决策依据。 

4 总结 

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机市场进行调研,分析了影响农业

机械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

农业机械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的有效措施：加强技术创新、优

化产品结构、推广新机具等。这些措施可以为今后我国农业机

械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但是,本次调查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样本数量较少且覆盖

面不够广泛；同时,由于时间仓促及作者水平有限,所提建议难

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探讨。因此,未来还需开

展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以期能够不断推进我国农业机械

化进程,促进现代化大农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旨在探索如何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

和作业质量,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希望本

次研究成果能够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帮助,推动我国农业机械

化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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