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上）>>

13位ISBN编号：9787109130098

10位ISBN编号：7109130096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汪懋华 编

页数：4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区域农业机械化卷（上）：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丘陵山区农
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系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之区域
农业机械化卷（上）。
全书阐述了我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现状、区域特点，提出了该区域农
业机械化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思路、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可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区域加快推
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宏观管理决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区域农业机械化卷（上）：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丘陵山区农
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对各级政府有关宏观管理决策部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亦可供农业发展战略
相关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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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颖，女，1971年11月生于内蒙古包头市。
管理学博士。
现为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土管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粮食流通与农产品贸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

书籍目录

在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成果汇报会上的讲话(代序)北方地区农业机械
化发展战略研究前言一、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与问题(一)北方地区农业现状(二)北方地区农
业机械化现状(三)北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四)北方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二、北方地区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国内外农业机械化发展分析(二)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经验教训
三、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一)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的战略地位(二)北方地区农业机
械化的作用四、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任务和目标(一)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
战略指导思想(二)战略任务(三)战略目标五、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优先领域、战略重点与发展
步骤(一)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优先领域(二)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三)北方地区农
业机械化发展步骤六、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战略措施(一)国家政策扶持、引导推进主要作物机
械化(二)国家立项，实施公益性农业机械化建设工程(三)建立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四)加大
科研投入，加强完善科研创新体系(五)加强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六)加强农业机械化宏观管理调
控(七)加强农机与农艺重大问题协调(八)提升节约型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七、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议(一)保护性耕作示范建设工程(二)节能型农业机械化生产体系工程(三)机械化节
水抗旱系统工程(四)耕地整治与机耕道建设工程(五)棉花生产机械化试验示范工程(六)玉米收获机械选
型及试验示范工程(七)马铃薯生产机械化试验示范工程(八)花生收获机械选型及试验示范工程八、促
进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大政策建议(一)建议建立农业机械化发展基金，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长
效发展(二)建议加大科技投入，健全完善农业机械化科研创新体系(三)建议采用政府扶持、市场引导
等手段，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服务体系(四)建议健全和稳定各级政府农业机械化管理部门，
完善农业机械化管理体系主要参考文献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及专题研究前言一、南方地
区农业机械化的战略地位(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二)是促进南方农业结构调整的有力保
障(三)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需要二、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和条件(
一)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二)制约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三)促进南方地区农业机械
化快速发展的环境条件(四)南方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五)农业机械化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三、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二)
战略目标四、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五、重大项目建议(一)水稻生产机械化
重大项目(二)油菜种植和收获机械关键技术与装备(三)甘蔗收获机械关键技术与装备(四)水果采后商品
化处理和果园管理关键技术与装备(五)蔬菜机械化播种育苗关键技术和装备(六)农业机械化技术标准
体系建设六、加快推进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措施与建议(一)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政策扶持和经
费投入力度(二)加大南方特色农机具的科研开发力度(三)规范和完善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四)加大
对南方特色农机具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五)加大农业机械人才培养力度(六)切实加强南方地区农业基
础建设主要参考文献专题一水稻生产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一、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的重要意义(一)水
稻生产机械化是提高水稻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安全的技术保障(二)水稻生产机械化是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三)水稻生产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四)水稻生产机械化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二、水稻生产机械化发展现状分析(一)水稻生产机械化基本情况(二)水稻生产
机械化发展现状三、发展水稻生产机械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一)指导思想(二)原则(三)发展目标
四、水稻生产机械化的技术路线与区域技术方向(一)技术路线(二)区域技术方向⋯⋯丘陵山区农业机
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及专题研究“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成
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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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小麦生产机械化状况目前小麦的耕、耙、播、收已率先实现了机械化。
2006年全国机播面积和机收面积分别达到1856.4 万公顷和1749。
63万公顷，机播和机收机械化水平分别为80.8 5％和76.2 ％。
北方机播面积和机收面积分别为1391.02万公顷和1322.5 6万公顷，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为90.6 3％和86.1
7％，分别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
　　小麦作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其机械化生产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小麦实现了
全面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驱动下，1995年农民自发组织了小麦跨区作业，开始了“南征北战”，效果显著。
1996年在农业部组织和推动下，把跨区作业逐步引入市场化和规范化，使农民的收益不断增加，对我
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跨区作业的实施不仅大大提高了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在“三夏”农忙时节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
行，避免了由于下雨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在外打工农民返乡收麦造成的大量客流，同时由于小麦单机
收获面积扩大，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006年全国小麦机收跨区作业面积达到1315.04万公顷，占全国机收面积的75.1 6％，北方地区跨区小麦
收获1044.8 2万公顷，占北方地区小麦机收面积的79.00％，占全国小麦机收的59.7 2％。
　　（2）玉米生产机械化状况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研究玉米播种和收获机械，到90年代国家加
大玉米播种和收获机械化的研究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玉米点播机和背负式两行玉米联合收割机逐步成熟起来，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推广面积。
进入21世纪以后，玉米生产机械化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研发和推广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玉米收获机械化还远远落后于其他粮食作物，仍处于起步阶段。
据统计，2006年全国玉米收获机保有量约16000台，收获机械化水平达到5％左右，山东2006年玉米收
割机拥有量达到10300台，收获机械化水平达到16％，但仍远远低于小麦和水稻的收获机械化水平，是
制约我国粮食生产机械化发展的“瓶颈”和主要矛盾。
　　（3）棉花生产机械化状况目前，我国棉花生产基本解决了田地耕整、覆膜播种、植保、排灌等
环节的机械化作业。
拔棉秆机械已研制出多种机型，正处于试验完善阶段。
机械采棉虽然我国引进了一些国外的棉花联合采摘机，在新疆等地进行了棉花机械化采摘试验，但是
，我国自己的棉花采摘机械由于受到棉花品种、农艺、生产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仍处于开发研制中，
成为棉花生产机械化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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