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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水稻种植业发展、产量等一直以来都居于我国前茅之
列。根据政府公告，广西全区在 2020 年会将粮食生产目标将调整
为面积 4151 万亩、产量 1346 万吨，其中水稻面积 2620 万亩、产
量 1011 万吨，水稻生产面积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 50 万亩。而
伴随着广西水稻生产体量的不断扩大，普通的人工种植、收获已
很难满足广西目前的水稻种植发展，因此，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的任务导向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任务伴随着挑战，接下来本文
便将着手分析广西水稻生产机械化的制约因素及发展措施。

一、广西水稻业的发展与全程机械化的必要性
广西在地势上位于我国南部，其气温常年较为稳定，空气

潮湿气温偏高。再加上土质肥沃，地表水源较多，形成了适宜一
年二季和三季种植的天然优势，于是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水
稻的种植“摇篮”。根据近三年的数据显示，广西 2018 年的水稻
种植面积达到 1926.8 万亩，2019 年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2570 万
亩，而 2020 将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再加 50 万亩，即达到 2620 万
亩，这样跳跃式飙升的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广西对于水稻种植业
的不断推广、发展。

发展的前提是不断地变更、推陈更新。以往不论是广西甚
至全国的农作物种植大多以人工为主，这样便导致了种植业的效
率低下。而近几年随着我国科技、社会力量的整体平步发展、推
进，农业机械化越发受到普及，那是因为机械化的发展可以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使生产效率呈几何递增，同时由于机械化生产模
具的统一性，能够大大减少不合格农业产品的出现，而在成本方
面，因机器的连续不间断工作，大规模生产等条件下同样可以减
少因人工等因素带来的费用。因此，广西水稻业的全程机械化发
展是很有必要的。

二、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制约因素
（一）手工化生产模式的根深蒂固
我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来都以集约型农业为主，主要特点

是因时因地制宜，精耕细作，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为中心，采取良种、精耕、细管、多肥等一系列技术措施。
其形成与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下小农经营方式和人口多、耕地少的
格局的逐步形成有关。在农艺和产量上，中国传统农业曾达到古
代世界的最高水平。而同时发展至今，虽然我国已由当初的农业
大国迈向了现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但传统的手工化生产模
式仍然根深蒂固，可以表现为手工化生产模式仍在整个的生产过
程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制约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

（二）机械化发展思想的欠缺
机械化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接受与支持，而眼下有一个很

为关键的点便是人们，尤其是以此为生的农民对机械化发展的思
想较为欠缺。那是因为有两个方面，一来是因为我国农民自古以
来都秉持着“靠天靠地”吃饭的习性，即以手工化为核心，依靠
自然环境，而不去追求高新科技、机械化带来的便利发展，典型
的农民住在一个大约有 100 个家庭的小村庄里。他们经营小型家
庭农场，虽然他们有犁，有时用狗和牛等动物来做这项工作，但
大部分工作是手工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普遍具有的小农思
想，即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
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追求高产
量、高收益，而单单着眼于自给自足，即可满足日常生活开销所
需即可。这也是由于我国自古以来的农业文化思想所导致，只要
温饱可以满足，那么便不去追求高效能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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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是我国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区域省份之一，在近几年的水稻总种植产量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目前广西的水稻产业在机械化生产方面

却面临着种种如相关技能意识落后、资金缺乏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从而给出如加强意识技能培训、资金补贴等解决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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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械化专业技能培训的滞后
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对农民

普及培训机械化专业技能的生产模式，因为按照我国规定标准，
农业机械操作人员作业前，应当对农业机械进行安全查验；作业
时，应当遵守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操作规程，因此对于机
械化专业技术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培训农业机械化的作业人
员的目的是要根据农机服务项目、作业数量和经营管理能力，及
时对农业机械进行检修、保养和试运转。在使用中，应严格按照
机务规章要求进行操作，发现故障及时排除，确保农业机械达到
良好的技术状态。同时除开操作以外，对于农业机械的保养也是
一个较为重要的点，就需要定期对农机具的各部件进行系统的清
洗、检查、调整、紧固、润滑和更换部分易损件的技术保养。综
上，对于农业机械的操作以及保养等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学习
才可以去进行合格作业，而现实相反的是因大部分农民的小农思
想严重，不愿意去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因此可能会对机械化的普
及造成很大阻碍。

三、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措施
（一）加大推进机械化知识技能培养
对于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方向目标，还应以人为

本，从人出发，避免“填鸭式”“隔靴搔痒式”的推广模式，才是
从根本上推动广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方案。这就要求从几个
点出发解决，首先要加强对农民的机械化意识培养，杜绝小农化
思想，要从村委会等入手推动，定期召集农民进行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意识培训学习，定时定点鼓动农民自发组织举办农业机械
化探讨交流会，同时挨村挨户发送投递相关宣传册，以走访的形
式将农业机械化意识普及、渗透进最深处。其次，在农业机械技
术方面也应给与同样力度的培训普及，同样以村委会为着力点，
为村民安排农业机械操作课程，推行农业机械相关知识课堂，以
农业机械设备等作为奖品隔时段举办农业机械技能交流比拼大
赛，充分调动起农民参与积极性，把农业机械知识与意识推广效
能做至最大化。

（二）政府应给予相应补贴政策支持
农民对于机械化设备的抵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

是因为农业机械设备的造价、保养等价格昂贵，而作为农民本身
收入较低，小农思想严重，会自然带有对农业机械设备的抵触思
想心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政策支
持，如对于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时给予一定量的资金补贴，亦
或是低价给予农民对农业机械设备的租赁使用权利等等，都可以
调动起农民对于农业机械设备使用的积极性。

最后，广西的水稻种植业发展一直处在我国前列，是我国
的重点水稻生产供应区域，而要让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
大，就需要突破小农意识观念、机械化思想欠缺等因素，让广西
的水稻发展再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水稻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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