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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程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探析

胡�娅
山东省曹县朱洪庙镇人民政府�山东�菏泽�274400

摘�要：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本文深入剖析了农业机械化对农村经济

发展的深远影响，揭示了其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劳动力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内在机制。面对当前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现状，我们应当积极探索，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进一步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为农村经济的繁荣

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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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石，它的成长对国家的繁

荣和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科技飞速发展和

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业机械化已逐渐成为

农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将聚焦于农业机械化程度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深入剖析其内在逻辑，以

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农业机械化概述

农业机械化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通过使用现代

化的农业机械来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劳动，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增加产出，同时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

态效益。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

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基础支撑。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使农业

生产变得更高效率、精细化和可持续。通过农业机械化

的应用，不但能够降低农户的劳力成本，增加生产效

益，还可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优化农业资

源配置，提升了农产品的综合加工能力。农业机械化也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

应用，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会发生

深刻变化。农业机械化可以释放大量农村劳动力，使他

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产业或创业活动，从而

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农业机械化还能够

促进农村其他行业的发展，如农机制造业、农业服务业

等，进一步扩大农村经济的增长点[1]。

2��农业机械化程度现状分析

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村经

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重视和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我国农业机械

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农村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首先，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

机械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大幅提

升了耕作、播种、施肥、收割等环节的作业效率。这不

仅减少了农时，提高了生产进度，还减少了成本，增加

了农民的收益。其次，农业机械化在促进农业剩余劳动

力转化和就业结构优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农业机械

化的推进释放了广大农业劳动者，使他们得以从沉重的

农村劳作中摆脱出来，并转向进行其他产业或创业活

动。这不仅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资源，也带动了农村就业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经济的活

力。此外，农业机械化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

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村生产也逐渐地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等方

面推进。这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还催生了一

批新兴的农村生产运营主体和公共服务市场主体，进一

步促进了中国农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最后，农业机

械化增强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先进

的农业机械装备和技术手段，农民能够实现对气象、病

虫害等的精准监测和预警，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农业机械化还有助于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提高农业的

市场竞争力。

3��农业机械化程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3.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首先，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幅度提高耕作、播种、施

肥、收割等农业生产环节的作业效率。传统的农业生产

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进行，效率低下，成本高

昂。而农业机械化的应用，使得这些环节的作业时间大

幅缩短，作业效率显著提高。例如，现代化的播种机可

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的播种作业，而且播种质量

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2]。这不仅提高了粮食

作物的生产能力，也给农户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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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农业机械化有助于实现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等现代

农业发展模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精准农业和智慧

农业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先进的农业

机械设备和技术的运用，农民可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精准

控制和管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例如，

精准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化肥和水的使用

量，提高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智能农产品

的开发促使了农业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智能、信息化，提

高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此外，农业机械化

还有助于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

式中，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农民往往难以实现对农业资

源的集约化利用。而农业机械化的应用，使得土地、水

等资源的利用更加集约化、高效化。例如，现代化的灌

溉系统可以通过滴灌、喷灌等方式，实现对水资源的精

准控制和高效利用，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

农业机械化还可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进

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农产品的综合加工能

力。最后，农业机械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也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中国

农村生产也逐渐地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等方面发

展。这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还催生了一大批

新兴的农村运营主体和经济发展主体，更加推动了中国

农业生产和一二三产的一体化发展。比如，随着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村经营主体的迅速成长和

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农业

机械化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机制造、农机维

修、农产品加工等，进一步扩大了农村经济的增长点。

3.2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结构调整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解

放，他们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产业或创业

活动，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首先，中国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释放了大批农业劳动者。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

许多繁重的农业生产环节得以自动化和机械化，大大减

少了人力的需求。这使得农业劳动者能够从繁琐的农村

劳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其他产业

或创业活动。其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得到提升，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非农

产业转移。他们可以进入城市务工，也可以在农村地区

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这种转移不仅增加了

农民的收入来源，还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

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农机服务产业等新兴业

态。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机服务产业逐渐兴起，

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的专业化服务，如农机租赁、农机

维修、农机操作培训等。这些新兴业态为农民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此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农村就业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村产业结构也

发生了变化，逐渐向二三产业倾斜。这使得农村就业结

构得以调整和优化，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然

而，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结构调整的影

响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文化水平、

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制约，部分农民可能难以适应新的

就业形势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

和增收渠道也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因

此，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例如，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

培训和文化素质提升、提供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鼓励

和支持农民创业等。

3.3  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导农民从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单一产业向多元产业发展。首

先，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农业

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效率低下。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

得农业生产能够实现大规模、集约化、专业化的生产，

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这使

得农业生产更具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

长点。其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

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方式较

为单一，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而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导农民采

用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3]。这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提高农作物

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促进了农村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大量农村劳

动力，使得这些劳动力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

他产业或创业活动。这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例如，农业机械化

的应用使得农产品加工成为可能，推动了农村加工业的

发展；同时，农业机械化还催生了农机服务产业等新兴

业态，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这些产

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还带动了农村经

济的整体发展。然而，农业机械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与优化升级的影响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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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对于一些经济条

件落后的地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农业

机械化的应用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

平，这对于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说也是一个难

题。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加大对农

业机械化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

能培训、引导和支持农民创新创业等。

3.4  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农产品机械化生产减少了农作物生长过程对自然灾

害因素的依赖度，从而增强了农产品生产对抗自然灾害

的能力，同时也可以进行农产品规范化生产、提高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农产品企业的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

依赖程度。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如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农

业生产能够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降低生产对自然

条件的依赖。例如，现代化的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土壤湿

度和气候条件实现精准灌溉，避免了因缺水或过量灌溉

导致的不必要的损失。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其次，农业机械化

的发达增强了中国农村农民对抗自然灾害的力量。在自

然灾害发生时，农业机械化可以帮助农民快速地抢收抢

种、抢排涝防旱，降低灾害损失。例如，在洪涝灾害发

生时，农业机械化可以帮助农民及时抢排田间积水，减

少农作物受损；在干旱季节，农业机械化可以实现高效

节水灌溉，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

产的抗灾减灾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此外，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可以实现精准施肥、施药等作业，

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产品残留，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还可以进行大

规模、集约化生产，以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从而

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有助于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然

而，要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优势，还需要解决一些

制约因素。例如，需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

民农机装备能力、加强农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因

此，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农业机械化

的发展。例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加强农机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农民的文化

素质和技能水平等。

结语

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村经

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充分发挥其潜力，我们需要持

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发农民的购机热情，并重视农

业机械化技术的创新和人才培养。同时，我们要注重农

业机械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确保农

业机械化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推动作用。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

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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