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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没有农业机械

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党的二

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时期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要求。

为加快广西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本文在总结全球与我国农机化发展现状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甘

蔗、水稻、柑橘和茶叶等主要作物生产机械化的调研，分析了广西农机化发展的现状和需求，梳理了广西农机化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举措建议，以推进广西多样性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更快更好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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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ransforming the wa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rural productivi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ou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re can be n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and achiev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put 
forward more updated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accelerate Guangxi’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o a full， comprehensiv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nd China wer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mand of Guangxi’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zation of major crops such as 
sugarcane， rice， citrus and tea in Guangxi，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Guangxi’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ere sorted out， and development ideas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ast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zation of diverse characteristic crops in 
Guangxi，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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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Guangxi；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0　引言

广西是特色农业大省，地处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交

汇区域，山多地少、农业多样性显著，是全国少有的宜

农、宜林、宜牧、宜渔的综合发展地区。全区土地总面积

2.376×107 h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2.48%。山地、丘陵面

积占广西总面积的 76.54%，耕地面积 3.26×106 hm2，占土

地总面积的13.72%。建有粮食、蔗糖、水果等6个国家级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来宾甘蔗、全州稻米、苍梧六堡茶等8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22年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分别占全国 2.4%和 2%，柑橘等果园面积和水果产量连

续 5年居全国第一，食糖产量占全国 60%以上。但甘蔗

收获机械化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茶园宜机化改造难度大，

农机装备难以为农机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3年，广

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64%，比全国低 10个百分

点，距 2025年全国 75%的目标差距大，农机化发展任务

艰巨［1-4］。本文总结国内外农机化发展现状与趋势，通过

实地调研，旨在梳理广西农机化发展的现状与需求，分析

存在的问题卡点，提出广西农机化发展举措。

1　全球农机化发展现状与趋势

1. 1　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已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

慧农业 4. 0 阶段

农业机械化技术产品体系基本成熟，进入全程全面

机械化发展阶段。覆盖农业生产从种子生产、耕整地、

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加工、秸秆利用的全过程。发达国

家系统化、体系化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从美国、加拿

大等大规模农场、德法等中等规模农场、日韩等小农制

的农机化发展历程与特征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发展了与

自身耕地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经济水平等相

适应的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模式和路径［5-10］。全球农业

装备产业规模1 600亿美元，且保持6%~7%增长，成为农

业机械化生产的重要工具和核心支撑。农机化和农业装

备技术进入了以“智能”为显著标志、服务领域多面化、机

械功能多层次、作业更精准高效的阶段，信息、生物、人工

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应用，加速农业装备向

自主智能技术转型升级，农业装备测控精准化、机组作业

高效化、生产管理信息化的智慧发展模式，有效解决农业

生产的高度复杂性和系统不确定性，引领并推动全球农

业机械化生产与组织管理向现代化方向持续迭代［11］。
1. 2　农机化承载着农业生产生态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

使命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2050年左右全球人口

超过 90亿，全球粮食产量应增加 70%～100%或者更多，

提高单产水平、生产效率和质量成为共同解决的首要任

务；资源环境制约农业增产因素加剧，全球淡水资源短

缺日趋严重，约 1/4的人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创新可

持续生产方式、化解需求与供给矛盾是共同面临的挑

战；营养失衡与营养不良并存，全球约有 20亿人正遭受

营养缺乏或者不平衡造成的隐性饥饿的困扰，保障粮棉

油糖、果菜茶、肉蛋奶等高品质多样化农产品的有效与

平衡供给更加迫切。农业生产向多功能、多层次、宽领

域、跨界融合方向发展，农机化技术高端化、绿色化、智

能化发展深入推进，在全球食物系统中促进农业增产、

系统增效、预防与应急的不可替代作用越来越突出，支

撑农业肩负起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人类生存与健康等

新的使命。

2　我国农机化发展现状与需求

2. 1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阶段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机装备制造

和使用大国［12］。逐渐形成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集

约化并联发展的格局，走出了一条大中小结合、农机农

艺融合的绿色技术发展路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规模以上企业收入 2 429亿元，利润 139亿元，全国农

机总动力达到 1.104×109 kW，农机装备总量接近 2 亿台

（套），拖拉机产量 56.95万台，大中型占比超 7成。技术

迭代性能大幅跃升、薄弱环节关键装备齐力增强，具备

研发生产 4大类 50 个小类 4 500 多种农机产品能力，产

品种类已由主要作物的耕种收环节向植保、秸秆处理、

烘干等全程延伸，从粮食作物向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由

种植业向养殖业、初加工业拓展，满足了国内 90% 以上

的市场需求。支撑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73.11%，三大主粮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我国农业

装备正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绿色高效智能一体”

迈进。

2. 2　农业机械化保障农业高质高效生产的需求更加

迫切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了全程全面机械化转型升级的

攻坚期。面向保障粮食安全、树立树牢大食物观、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出组织高级化、作业

高效性和应用经济性的特征，正向着精细技术、智能生

产、智慧服务方向发展［13-14］。在平原地区大型高端农机

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能、丘陵山区小型农机装备轻简与

高效实用、区域农机化生产要素匹配与协同等方面，形

势严峻，农业装备发展面临传统与现代技术叠加、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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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农业发展模式并存、创新主体和载体日趋多元的需

求，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对单一的规模农业机械化发展

模式，很难单纯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需要走中国式农

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道路，结合中国国情、农情和民

情，坚持全程全面机械化、大中小型一体推进、高质高

效绿色智能统筹、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并联

发展［15-17］。

3　广西农机化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3. 1　综合机械化水平明显提升

2023 年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 3 850.9 万千瓦，拖拉

机保有量 51.05万台，水稻插秧机 2.29万台，水稻直播机

0.03 万台，谷物联合收获机 3.9 万台，干燥机 0.35 万套，

甘蔗联合收获机 0.31 万台，茶树修剪机 5.92 万台，采茶

机具 1.65 万台，农田基本建设设备 2.32 万台，微耕机

92.29 万台，植保机械 17.58 万台，无人机 3 330 架，水泵

108.49 万台，节水灌溉设备 19.28 万套，打捆机 0.06 万

台。2023 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69.81%，

比2020年提高了4.27个百分点，高于四川、贵州、重庆和

云南的 69%、59%、56.7%和 53%。其中，水稻 85.04%，甘

蔗70.84%，分别提高3.8个百分点和5.36个百分点［18］。
3.  2　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效能

农机社会化服务新主体、新模式、新业态的指导支

持力度加大，以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为核心推动“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以甘蔗“双高”基地为核

心，推动形成了“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以及“耕种管收四联管”等利益联结体模

式［19］。2022 年农机服务组织 3 073 个，共 42 799 人，其

中农机专业合作社 1 691 个，25 100 人；拥有农机原值

100万（含）以上的组织有 630个。农机专业服务社作业

面积 7.44×105 hm2，农机跨区作业面积 4.72×105 hm2，农
机托管面积7.38×105 hm2。
3. 3　特色作物农机装备进展明显

全区拥有农业机械国家和省级推广鉴定证的生产

企业 72家，能生产 63种 390个型号，基本覆盖广西特色

作物主要生产环节。2022年总产值约 8.7亿元，其中规

模企业 11 家，占比 16%，产值占 71 %。政府推动，企业

为主体，推进特色农机装备协同创新，围绕甘蔗机械化

收获装备瓶颈，在完善甘蔗种植机、甘蔗联合收获机基

础上，探索适合于分步收获模式的新技术新装备，甘蔗

割铺、割堆、转运及集中除杂处理设备进入试验与试用

阶段。

3. 4　支持农机化发展政策不断完善

围绕广西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目

标和任务，制定了广西农业机械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

出台了系列配套的土地宜机化改造、农业特色示范园

区、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特色产业集群、农机科研、社

会化服务、补贴等支持政策。尤其针对甘蔗全程机械化

以及糖业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不同部门分别从“双高”

基地建设、糖料蔗种苗、机械化生产、原料蔗收购、社会

化服务等环节制定了实施规范、资金补贴规定等。

3. 5　存在的主要问题

3. 5. 1　特色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短板突出

广西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不高，2023 年为 64%，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 10个百分点，距 2025年 75% 还有很大

差距，关键环节短板突出。粮食作物方面，水稻机插率

仅 53.06%，全区集中育秧、干燥能力仅 10.5% 和 18%。

甘蔗机收率很低，2023/2024 年榨季甘蔗收获机械化率

35.56%，其中联合机收率仅 1.83%。茶园机械化率仅

18.22%，中耕施肥除草等田间管护、茶园修剪与茶叶采

摘仅在部分低档茶田采用单人电动机具，茶叶加工主要

依赖经验式“传帮带”模式。果园机械化率仅 13.75%，水

肥一体化设施少，有机肥施用、剪枝、疏花、采摘和转运

主要依赖人工。

3. 5. 2　机械化生产条件不完善

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土壤粘重、耕地狭窄和水利设

施不健全是广西农业机械化基础条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农田宜机化条件差，全区累计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面

积仅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57%，64个糖料蔗生产保护区面

积 7.29×105 hm2，其中丘陵山区占 71.9%；3.36×105 hm2甘
蔗“双高”基地中部分不具备农机连续、连片、高效作业

条件，其余 4×105 hm2非“双高”基地地块小散、坡度大、

不规则。稻田不规整，机耕道路不配套，造成农机“下田

难”“作业难”。茶园面积 1.07×105 hm2，其中 90%种植在

大于 25°的丘陵山地上，建园时未充分考虑机械作业条

件，大部分梯面小于 1.2 m，坡陡梯窄。农机农艺融合不

充分，作物品种和种植规范与机械化生产不协调等问题

较为明显。甘蔗宜机化品种少，种植不标准、不规范且

模式多样多变，农机作业性能、作业质量不能满足农艺

要求，坡度大的果园和茶园的适用农机产品缺乏。

3. 5. 3　适用特色农业的装备支撑能力单薄

农机装备制造能力弱。2022年全区农机总产值约

8.7 亿元，仅占全国 0.26%，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1 家，仅

占全国 0.5%。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和前沿技术对农

机支撑弱。柳工、玉柴、惠来宝等优势企业作用未充分

发挥，具备信息、光机电、智能控制等升级性技术研究能

力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针对特色农业装备的创新研究不

足，面向甘蔗生产的适用机械还是瓶颈，切段式甘蔗联

合机收含杂高、损耗大、压宿根，造成机器大量闲置；割

铺（堆）、集中除杂设备等分步式机收作业质量和可靠性

不高；集中除杂系统的蔗叶处理尚无成熟解决方案，存

在火灾等较大隐患。本区农机企业生产的产品市场占

有率不高，大的不强，小的更弱。2023年全国农机购机

补贴 686个企业、66 623台（套）机具，其中广西农机企业

38 个、机具 7 015 台（套），企业和机具数量仅占 5.5% 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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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甘蔗机械化收获推进缓慢

相关政策未形成组合拳。虽然制定了农机购置补

贴，甘蔗种苗补贴，耕、种、管、收、运等全环节机械化作业

补贴，高效机收甘蔗基地建设、糖企机收奖补等支持政

策。但原料供需双方利益取向不协调，联合机收率提升

效果不明显。2020—2023年，全区累计使用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13.1亿元，占中央及自治区下达总资金的53.17%，

支持购买各类甘蔗机械 1.19万台套，其中甘蔗联合收获

机 2 185台套。2020—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下达 16亿

元用于补贴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累计使用12.3亿元，

支持开展机械化作业 1.1×106 hm2。调研发现，小农户仍

习惯于传统种植，利于机械化收获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推进慢；糖企升级改造压榨工艺及清杂新设备不积极。

联合机收损失率、破头率、拔兜率、含杂率高，宿根发芽率

低，蔗农、糖企均不接受。2020/2021年至2022/2023年榨

季甘蔗联合机收率由 3.21% 仅提升为 3.32%、2023/2024
年榨季甘蔗联合机收率仅为1.83%。

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甘蔗种植行距多样，适宜联合

机收 1.2 m以上行距的种植面积仅占 17.8%，农机作业质

量不到位，中耕施肥培土垄形不平、存在“火山口”，外加

多雨、倒伏等，甘蔗机收损失率、含杂率、拔兜率和破头

率高，机器性能和机手操作水平有待提高。

糖企主导、利责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糖企一步法

榨糖工艺和设备与广西推动甘蔗机收政策取向不匹配。

糖企作为买方，从工艺条件、设备运行、出糖量与糖品质

等方面考虑，联合机收蔗满足不了其一步法对糖料蔗的

要求，两者匹配性差；糖企与蔗农、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结

机制不健全。

3. 5. 5　农机社会服务效能发挥不足

农机服务组织数量不多，全区农机服务组织和专业

合作社约占全国的 1.5%和 2.1%。农机社会化服务规模

不大，2023 年拥有的农机具 762.5 万台（套），仅能满足

50%的社会化服务能力需求。服务能力不强，农机服务

组织弱小散，服务单一化，拥有100万以上农机原值的农

机服务组织仅占 20.5%。甘蔗、茶园等宜机化作业规范、

适用机具推广需进一步加强，农机服务标准、质量、监督

管理与政策资金落实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运营资

金不足、缺乏信息化支撑，机具调度、作业质量监测等农

机化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亟需完善。

4　对策建议

4. 1　发展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落实广西农机化高质量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及专项任务

为基本点，把农机化发展放到产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把

农机化技术措施的全面实施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核心任务，统筹推进“五良”融合。打造丘陵山区特色

作物关键技术研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糖业和丘陵山区

果、茶产业的关键生产装备走在全国前列，构筑辐射东

盟、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技术转移桥头堡，推动广西

多样性农业专用农机装备创新应用与农业机械化又快

又好发展。

调研组通过调研后提出，到2030年广西全区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到 80%的目标，居西南丘陵山

区省（市）前列。发挥农民、企业、园区（基地/示范县）、

政府这四大主体的能动性，让农民成为农机化发展的主

体，让企业成为农机化发展的强力推动者，让园区（基

地/示范县）成为农机化应用的先行者，让政府成为农机

化发展的有效引导者。通过四大主体的协作，到 2030
年水稻耕种收、甘蔗收获、水果和茶叶生产机械化率预

计可分别达到 86%、65%、25% 和 30%，成为全国重要农

产品保供优供基地。

4. 2　发展重点

4. 2. 1　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上水平

一是提高种植机械化水平。优化机械化智能化生

产技术体系，形成以插秧为主、机械化直播和浅栽等互

补的生产模式。二是加大机械化烘干力度。加快建设

一批大中小型烘干中心，增强烘干和防灾减灾、防霉减

损能力。三是持续支持建设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优

化用地、用电、用水、设施等支持政策，增强育秧、机种、

烘干、加工、服务“五位一体”能力。

4. 2. 2　推动糖料蔗机械化生产高质量发展

4. 2. 2. 1　多措并举切实打赢甘蔗机收攻坚战

一是联合机收和分步式机收多模式推进。通过扩

大作业补贴等发挥联合机收作用，将分步式机收纳入甘

蔗机械化生产体系，成套设备纳入购机补贴，布点推广。

二是试验优化丘陵山区甘蔗机械化收获装备。以降低

损失率、拔兜率、含杂率，提高宿根发芽率为目标，提升

联合机收、割铺、转运、除杂、蔗叶利用等装备性能。三

是作业与购机补贴向规模化、高效机械化生产方式倾

斜。以提升糖料蔗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为目标，引导实

施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生产。四是明确糖企入榨机

收蔗指标任务。制定糖企机收糖料蔗入蔗量任务指标，

并纳入绩效考核，发挥糖企推动甘蔗机收的主导作用。

4. 2. 2. 2　加强糖企技术升级改造，提升机收糖料蔗入

榨率

一是加大成熟模式推广。总结广西农服、东亚集团

等糖企与糖料蔗一体化经营全程机械化模式，示范县

（基地）农艺农机融合机械化经验，在适宜地区加大力度

推广应用。二是制糖工艺设备系统改造升级。按照制

糖企业升级改造三年行动方案，有计划压缩不适榨糖产

能。以国有糖企为主，推进二步法制糖工艺、除杂、储运

设施设备与信息系统等改造升级。三是探索以含糖量

定价的收购机制。以降低糖料蔗含杂率、提高含糖率等

为目标，实施糖企向蔗农、服务组织返还利益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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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3　加强农机农艺融合

一是选育适宜机收的高产高糖品种。优化种植模

式，完善机械化作业规范，推进分步式机收应用，提高联

合机收作业量。二是加强种植地宜机化和水利设施的

改造。政府引导、土地流转或租赁等，强化规模规范化

种植，规避分户再分散、再细碎。三是建设甘蔗机械化、

智能化示范区。集成应用高产品种、规范农艺、高效装

备、先进榨糖等技术和系统，探索智慧生产技术模式，形

成全程机械化生产方案和“种植+加工+服务”一体化经

营体系，推进价值链和利益链有效协同。

4. 2. 3　推进柑橘茶叶机械化绿色生产与品质提升

一是加强标准化橘园与茶园建设。优化宜机化标

准橘、茶园等建植改造规范与技术设施，研发数字监管、

农事服务信息化等系统，建设智慧橘、茶园。二是提升

装备适用性与智能化水平。开展省力化轻简型适用技

术与装备选型和试验改进，完善管理、采收转运、分等分

级、保鲜与冷链等技术装备，研发修剪、采收、山地通用

动力和物料运输等装备。三是建设特色品牌产品基地。

推进沃柑、柚子、金橘、橙类和六堡茶优势产区与示范基

地机械化技术熟化，创建种苗、产地处理、现代加工和冷

链物流生态模式。

4. 3　实施措施与建议

4. 3. 1　重点支持特色农机创新供给，发挥企业推动支

撑作用

成立农机化技术创新攻关联合体。以广西企业和

科研院所为主体，吸纳国内信息、材料、液压、测控和制

造等优势团队。设立农机装备研发专项，开展广西特色

作物机械化生产卡点、难点攻关，为丘陵山区特色作物

生产关键技术研究战略提供科技力量。

实施农机装备制造能力提升工程。支持企业提升

甘蔗收获等广西特色产业装备研发、制造与综合服务能

力。争取将广西列入农机研发生产制造推广一体化试

点省份，在糖业和丘陵山区果、茶业的关键生产装备领

域走在全国前列。

打造区域性国际化农机产业集聚区。推进中国-东
盟现代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和产业园建设，形成智慧产业

集群。开展人员培训、技术合作和产业模式输出，构筑辐

射东盟、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技术转移“桥头堡”。

4. 3. 2　重点推进全程机械化示范，发挥先行者榜样带

动作用

突破农机化关键技术。以关键技术熟化为主，落实

广西相关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意见，加强新技术、新机具、

新模式、新机制的引进创新和试验优化，促进绿色生产。

加强特色产业园区全程机械化示范。以区域试验

为主，推进农业生产示范园区（基地/示范县）建设，开展

农机农艺融合、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试验示范，打造

样板。

推进农机化技术推广应用。以集成成熟技术与模

式应用为主，加快农机化、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推

进甘蔗、水稻、柑橘、茶叶 4种作物成熟技术推广及智慧

农场示范，带动全区。

4. 3. 3　持续引导推进“宜机化”改造，打通农机化“最后

一公里”

完善机械化作业条件。政府主导，系统规划，持续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机耕道和作业条件等宜机化改

造，扩展大中型农机应用空间。

推进标准化规模种植模式。政府引导，市场化流转

或租赁等，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与企业自建基地生产，

推进规模连片标准种植。

4. 3. 4　提升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发挥政府引导保障

作用

支持服务能力提升。壮大规模，发展新型社会化服

务组织。增强能力，支持租赁、托管、作业等多层次多类

的专业化服务。健全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推动服务专

业化、信息化、市场化。

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政府引导，因地制宜，完善优

化宜机化改造、种苗种植、设施装备配套与作业等标准

与实施规范，并应用推广，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

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多方合力，加强农业工程、先

进制造、信息智能等学科建设。强化研发、制造、管理等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农民、机手、维修服务等实用

型人才培训。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多部门联动，系统谋划，多方

争取财政资金，支持示范区（园）/县（基地）及糖企榨糖

工艺设备与系统等创新研发、设施完善等。加大对智能

农机、规模高效作业的补贴力度和多元金融联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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