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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历

程。40余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农业生产以人

畜力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动力机械为主的新阶段，这

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极

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向现代

化、专业化方向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

献。

农业机械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的必然性产物，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科学

技术进步而不断更新、不断延伸、不断发展的。马克思

曾经说过：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分，不是生产什么，而是

怎么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生产手段生产。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农业未实现机

械化；也找不到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农业上实现了机

械化。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

一个重要内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现代科技在农

业上运用水平的提高，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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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改革开

放前，天津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2亿千克左右。改革

开放的10余年，天津粮食总产量逐步增长了20亿千克

左右。分析其原因，一是党的政策好，调动了农民发展

生产的积极性，农业机械化有了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

以来，天津农业机械总动力比改革开放前翻了一番，拖

拉机保有量达到4万余台。二是通过农业机械这个载体

实现了新的农艺技术。抢农时，增加复种指数，实行区

域化种植、模式化栽培、社会化服务等促进了农业的稳

定发展。三是农业机械化不仅可以直接帮助人们开发资

源，利用资源，而且还可以通过转移劳力到非农领域，间

接帮助人们开发利用其它资源，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

的综合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英明论断，确实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

天津市城郊在我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又是大城市

郊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但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天津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也面临着新的机

遇和战略选择。当前我国农业已经吹响了向高产、优质、

高效进军的号角，农业机械化事业如何为发展“两高一

优”的现代化农业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综合

服务，促进农、林、牧、副、渔全方位实现机械化生产，

尚须农业机械战线的同志们施展才干，再展宏图。

编纂《天津市农业机械化志》是为了总结过去，服

务当代。全书共分7章34节，14万多字。在编写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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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级领导重视及郊县农业机械部门的大力支持。特

别是农业机械战线的老同志提供资料、撰写文章，编辑

人员整理核实，反复论证，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才得以

完成。可以说《天津市农业机械化志》的诞生，既渗透

着编辑人员的辛勤耕耘，同时又是农业机械战线全体职

工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由于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希同志们予以指正。

乔万义

1992年10月20日

5



凡例

一、本志上限于1844年，下限至1990年。为保持

农具、农业机械的使用连续性和体系性，对传统农具、改

良农具也作了适当记述。

二、本志内容按章、节、目排列，横排纵述，共分

7章34节，综合运用志、述、记、录、图、表等体裁，以

志为主，其它为辅。 ．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本着“大事突出，要事

不漏”的原则，记述了天津市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梗概。

‘四、本志采用的有关统计资料，来源于市统计局公

布的统计资料，其没有的数字，以市农业机械局系统统

计的数字为准。

五、本志所用的计量单位，均按当时的计量单位。

六、政府机关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图表中单位称

谓，因排版所限，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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