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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我国农机产品结构、国家政策、农户收入变化等 6 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 改变农机具产品结

构, 提高质量, 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促进我国农机工业发展和扩大农机市场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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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ng the nat ional po licy, the incom e of peasan ts and the st ructu re of the farm

m ach inery, it is po in ted ou t that changing the st ructu re of the farm m ach inery, imp roving

the quality of p roducts and speeding up fo rm ing tow n s and the assist ing po licy are vita l

m easu res. T ho se m easu res w ou ld boo st Ch ina agricu ltu ra l indu stry and en large the farm

m ach inery m 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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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9 月, 我国农机销售量大幅度下滑, 与上年同期相比, 跌幅超过 40◊ , 农机制造

业效益下降, 全行业举步维艰。探讨下滑的原因对于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以促进农机制造业的

健康发展, 迎接加入W TO 后的挑战有积极的意义。

1　基本情况

1999 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 210134 元,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 577142 元, 其中食品

支出 829102 元, 恩格尔系数为 0153, 全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 发展农业机械化的

经济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同年,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 4918◊ , 低于 50◊ ; 耕种收的机械化

平均水平达到了 3516◊ , 其中有 13 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了 4414◊ 。按照一般规律, 农业机械化

应该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 相应的农机具销售量也应该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是, 2000 年 1—9

月我国农机制造业全行业销售量大幅度下滑, 销售收入 18416 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9165◊ 。大中型拖拉机销售量与上年同期的 57 290 台相比下降了 3211◊ , 其中 3 季度下降幅

度达 45◊ , 小四轮拖拉机下降了 35◊ , 联合收割机下降了 20◊ , 四轮和三轮农用车也分别下

降了 2015◊ 和 3215◊ , 零配件下降了 3317◊ [1 ]。在此期间大中型拖拉机制造企业销售量没有



一个突破万台, 3 000 台以上的有 3 个企业, 低于 100 台的有 5 个企业, 低于 10 台的有 2 个企

业; 而上年同期超过万台的企业有 2 个, 6 000 台的企业有 6 个。表 1 给出 2000 年 1—9 月我国

主要农机制造企业大中型拖拉机产销量统计。从表 1 可以看出大部分大中型拖拉机制造企业

的产销量都低于经济规模,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困难。

表 1　2000 年 1—9 月我国主要农机制造企业大中型拖拉机产销量统计 台

企业名称 产量 销量

上海拖内公司 9 609 9 600
山东拖拉机厂 8 444 7 938
中国一拖集团 5 296 4 652
天拖有限公司 2 903 2 493
一拖清江公司 2 202 1 941
宁波中策公司 2 193 2 159①

盐城拖拉机厂 1 858 1 856
东风农机集团 917 895
湖北拖拉机厂 798 738

企业名称 产量 销量

山东宏力集
团有限公司

476 430

江西拖拉机
制造公司

347 355②

沈阳汽拖公司 224 201
新疆十月拖
拉机厂

200 209

天同集团有
限公司

174 105

企业名称 产量 销量

山东潍坊拖拉机
集团有限公司

97 106

长春拖拉机有限
公司

41 23

衡阳拖拉机厂 16 27③

哈尔滨拖拉机厂 9 14

安徽拖拉机厂 6 8③

总台数 35 810 35 750

　　注: ①原数据为 4 195, 笔者根据合计数更改; ②表示 1—8 月; ③表示 1—6 月。

资料来自中国农机化报, 2000 11 16 (1)。

2　原因分析

1)部分农机具结构性饱和, 直接导致销售量锐减。表 2 示出 1998 年我国和部分国家联合

收获机、大中型拖拉机所负担的耕地面积及世界平均负担水平。从表面看, 我国联合收获机和

大中型拖拉机负担耕地面积远远超过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和加拿大, 分别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3125 倍和 3146 倍, 应该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但事实上, 我国部分农机具已出现结构

性饱和, 从而影响了农机具的销售量。我国联合收获机的作业对象主要是小麦, 1999 年小麦播

种面积为 2 88515 万 hm 2, 联合收获机 22171 万台, 按小麦计算负担耕地面积约为 127 hm 2·

台- 1,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低于加拿大的负担水平。另外, 我国现有机动收割机 2195 万台, 割

晒机 93 万台, 也具有相当的作业能力, 与联合收获机形成了互为补充、又互为竞争的关系, 由

此看来, 联合收获机的实际负担面积可能更小。稻麦两用联合收获机的数量不详, 1999 年水稻

机收面积为 312184 万 hm 2, 如果不考虑机动收割机和割晒机的作用, 以小麦播种面积和水稻

机收面积计算, 联合收获机的负担面积为 140 hm 2õ台- 1, 略高于加拿大的负担水平。近几年来

的跨区机收提高了联合收获机的利用率, 因此小麦专用的收割机接近饱和, 数量增长将明显放

慢, 销售将以更新换代为主, 销售量下降是必然趋势。

表 2　联合收获机和大中型拖拉机负担的耕地面积 hm 2·台- 1

农机具 世界平均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印度
联合收获机 169 550 98 134 409 27 027①

大中拖拉机 52 180 36 61 73 116

　　　注: ①疑数据有误。

资料来自中国农业机械统计年鉴, 1990 年。

1999 年我国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仅 0159 hm 2, 不太适合大中型农机具耕作, 生产中的耕、

播、耙基本以小型拖拉机和役畜为主, 从而减少了大中型拖拉机的使用。1986 年大中型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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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为 88185 万台, 到 1995 年下滑为 67103 万台, 经过 4 a 的缓慢回升, 1999 年达到 78117

万台, 但与保有量最高时相比仍然少 10168 万台。小型拖拉机从 1981 年的 20317 万台增加到

1999 年的 1 215135 万台, 其中 1986 年达到 45218 万台。不考虑役畜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按

10 台小型拖拉机折算为 1 台大中型拖拉机保守估计, 1999 年大中型拖拉机的实际负担面积约

为 65 hm 2õ台- 1, 负担水平略高于加拿大。因此, 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小农经营方式, 势必影响

深耕、深松等新技术的推广, 那么大中型拖拉机也继续呈“饱和”状态, 销售前景也不会乐观。

2) 燃油涨价, 减少了农机具的使用。2000 年 1—9 月辽宁省 0 号柴油零售价由 2 350 元õ

t- 1涨到 3 865 元õt- 1, 上涨了 6415◊ ; 农机销售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0◊ , 全省参加秋季

农田作业的拖拉机比上年减少 28◊ [2 ]。同期, 宿州砀山县柴油销售量下降 2815◊ , 拖拉机销售

量下降 50◊ [3 ]。与此相应, 2000 年 1—9 月全国农机具零配件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3317◊ 。这表明农机具的工作量减少, 由此产生了农机具的相对过剩。

3) 粮价下跌, 农民收入减少。2000 年小麦市场价格 0178 元õkg- 1, 比 1999 年的 1140 元õ

kg - 1下降了约 44129◊ ①。1999 年小麦产量按 1114 亿 t 计算, 农民收入减少 70 亿元。联合收

获机作业费由 1999 年的 675～ 1 050元õhm - 2下降到 2000 年的 375～ 900 元õhm - 2, 减少了

3715◊ ～ 12129◊ ; 引进联合收获机最多的河南省, 联合收获机作业费由 1999 年的 450～ 600

元õhm - 2下降到 2000 年的 300～ 375 元õhm - 2 [4 ] , 再考虑到柴油涨价因素, 机手的经济效益大

幅度滑坡, 也打击了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

4)退耕还林、还草,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从 1999 年开始,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国家对不适宜

种植粮食的坡地实施了有步骤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长江、黄河中上游退耕还林、还草 333 万

hm 2 [5 ] , 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2156◊ 。对退耕地区, 国家实行粮食补贴, 深受农民欢迎; 但造林和

种草所需要的机械少, 与常规农业机械有较大的区别, 因此减少了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另外, 虽

然造林和种草远景收益可观, 但是农民的当年收入减少了。综上, 从目前来看退耕还林、还草影

响了农业机械的销售。

5)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农业生产资金积累缓慢。对农业实行保护是在世界范围普

遍采用的做法。国际上一般在人均 GN P 约为 300 美元时开始实施保护, 到 1 000 美元时实行

全面保护。但事实上, 我国在达到 300 美元 (1980 年前后)以后对农业仍然是负保护, 1999 年人

均 GN P 达到 8 042128 元人民币, 约 800 美元, 农业生产仍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 中央

制定的一些农业保护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和执行, 农民资金积累缓慢, 严重地

阻碍了农业和农机化发展。

6)农机具品种规格少, 质量低, 不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虽然我国目前生产各种规格、品

种的农机具大约 4 000 多种, 但仍然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求。在质量方面我国农机具

的无故障工作时间约为发达国家产品的 50◊ ～ 85◊ , 个别品种更低, 可靠性较差。在国产农机

具不能满足需求、销售量大幅度下滑时, 国外产品凭借品种全、质量高的优势, 销售量迅速增

加。1998 年进口联合收获机 1 747 台, 虽然只占当年国内销售量 411 万多台的 413◊ 左右, 但

由于基数低, 比 1996 年进口量增长 4 倍多; 截止到 2000 年 9 月, 联合收获机进口量又比 1999

年增加 216 倍; 同样的原因, 近几年, 柴油机零配件、大功率拖拉机、农用喷雾机械的进口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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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机经营面临三大风险. 见: 经济日报社. W TO 与中国农机业的发展研讨会. 北京: 经济日报社, 2000. 50



年递增 1～ 3 倍①。

3　对　策

1)改善产品质量, 调整农机结构。我国农机具目前存在着一定的性能价格比优势, 据专家

测算, 加入W TO 以后, 我国工人工资水平将快速提高, 因此这个优势逐渐消失。要保持或提高

现有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提高质量; 另外, 应及时调整农机产品结构, 加快开发我国急需的玉米

联合收获机, 稻麦两用联合收获机, 水稻专用联合收获机, 块根、块茎类收获机等新品种, 同时

农业机械向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延伸, 扩大农机市场。

2)加快小城镇建设, 促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农机具的市场在农村, 农业的经营方式和农

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机市场的大小。我国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 2 亿左右, 人均收入约

2 000元, 如果目前的经营体制不能创新, 农民收入提高缓慢, 农村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转移,

农机具市场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 应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从

而促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 扩大农机市场。

3)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水平。农业是弱势产业, 农机工业的生存和

发展依赖于农业。农业不发展, 农民不增收, 农机工业就不会有较大的发展, 积极发展农业有利

于农机工业的生存和发展。W TO 除允许我国在科研、农技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培训方

面对农业实行间接补贴以外, 还允许每年提供 57 亿美元资金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②。因此, 一

方面要利用W TO 的规则, 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投资力度, 积极发展农业, 培育农机市场; 另一

方面, 要加大农机制造业的科研投资力度, 增强农机工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在W TO 规则许可

的条件下, 首先保证在国内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 设置必要的非关税壁垒, 尽量延缓国外产品

的进入, 为国内企业的发展、转轨争取宝贵的时间。

4　结束语

2000 年 1—9 月我国农机具销售量下滑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油

价上涨和国家对农业保护力度较小是主要影响因素。依据农机化水平分析, 我国农机工业发展

的空间还很大。在加入W TO 之际, 调整我国农机产品结构, 改善农机产品质量以及加大政策

对农业和农机工业的支持力度对我国农机工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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