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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人们
也开始从过去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我国是农业大国，机
械化生产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民负担。机械化的应用
还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因此要寻找相应的策略，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良好发展。

一、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一）农机功能比较单一，农机制造缺乏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农机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农机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机质量得以提升，在农业的农
种、农耕、农收工作中，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工作会由机械化代
替。然而，当前我国的农机功能比较单一，可以应用机械化的经
济作物比较少，农机大多是发展粮食生产类机械，缺乏合理、有
效地结构布局。国外的一台拖拉机可以拥有多种功能，而我国的
拖拉机只能用于运输农作物，农机制造缺乏创新，新技术推广力
度不足，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较低。

（二）农机缺少专业指导，售后服务滞后
农机的服务体系会造成对农机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农

机缺少专业指导与售后服务，虽然实施了补贴制度，但机械化服
务水平比较低。农民在购买农机之后，如果出现问题，厂家不会
提供返厂服务，而是要农业生产者自己解决，导致农业生产者不
愿意购买农机，售后服务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不利于农机的专业
化、市场化发展。

（三）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完全掌握使用技能
农业生产者大多文化素质比较低，他们不了解普及农业机械

化的重要性，虽然购买了农业机械化设备，但是却不能完全掌握
使用技能技巧，无法发挥农机使用的便利性，对农机机械化发展
造成了阻碍。

（四）农机要消耗柴油，有时会出现故障
农业生产者收入较低，而农机价格贵，在使用时要消耗柴

油，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在使用过程中，农机也容易出现
故障，修理农机也需要花费资金，使农业生产者不愿意购买农机。

二、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的应对策略
（一）不断研究新技术，使农机生产更加多样化
在农业发展中，始终要充分挖掘农机使用功能，根据农业实

际需求研发农机种类，做好市场调研，集中各方面的科研力量，
不断研究新技术，调整发展结构，使农机生产更加多样化。农机
生产公司要邀请专业院校毕业人才作为农机研发人员，构建完善
的人才发展机制，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根据我国农业发展实际情
况创新农业设备的研制。另外，要根据当地农作物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发展结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需要的农机
产品。

（二）完善农机售后服务体系，规范操作流程
第一，要完善农机售后服务体系。首先，要将市场作为导

向，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充分的售后保障服务，建立人性化服务理
念，构建售后服务点，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操作技能、售后维修等
指导服务。我国农机市场设置的维修点较少，当农机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问题时，往往难以及时维修，大型农机维修需要较高的技
术，如果没有及时维修，就会加大购买者的风险，降低生产收
益，因此要不断提高维修水平，增加维修服务网点。当前，我国
的农机市场存在个体商业、农村集体、国有商业系统等市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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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市场存在较大的缺陷，个体私人经营占比较大。因此要加强
农机市场管理，强化私人经营者的售后服务意识；第二，要构建
完善的农业合作模式，建设网络平台，不断规范操作流程。可使
用新标准构建农业合作模式，构建相应的网络平台，让农业生产
者可以共同使用农机设备，使农机实现集约化管理。

（三）开展专业培训，让农业生产者充分掌握农机操作技能
农业生产者对农机的操作水平相对比较低，他们虽然拥有丰

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对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应用还缺乏经验，因此
对农业生产者的专业培训，让农业生产者能够充分利用农机，减
轻农业生产负担。

（四）加大政策实施力度，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经济援助
农业机械化可以节约劳动力，促进农村生产业的发展，提高

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让农业生产者有更多时间完成其他生产
劳动工作。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使农机补贴制度惠及农民，减
轻农业生产者经济压力，解决农民生产者购买农机困难的问题。
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保险、金融、财政各方面的政策，为农业
生产者提供经济援助。

（五）对农田进行重新整合，进行统一作业
我国农业生产者种植的农作物存在耕种时间不一致、承包者

不同等问题，再加上农田分布有山地、丘陵、条垄等地，农田地
块分散，面积小，导致大型农机很难在其中顺利作业，因此，可
在农村发展合作社，集中耕种，对农田进行重新整合，从而进行
统一作业。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因此，要不断健全农机社会服务体系，科学调整农业发展结
构，不断完善购机补贴制度，增强农业生产者操作水平，加快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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