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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经历了全国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调整，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五个时

期。解放前只是一个启蒙，建国后才获得很大发展，在四十年里，办了许多成功的事，这是

主流，但也做过一些“蠢矽事，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够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江苏省是

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较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

训。对这些宝贵的财富，必须加以珍视和总结。编纂江苏省农业机械化志，为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和展望未来，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益的借鉴，这是一件大好事，很为必要。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根据

农业生产客观需要、遵循科研(选型)：试制，试验，鉴定和逐步推广的工作程序，从小到大，

从低到高，从有选择、有重点多功能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发展过程。而且它的发展和国民经济

的总体水平，以及各个侧面的发展水平，即外部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农业经济和

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和集体积累状况，国家工业化和农用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提

高，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状况等等，它们都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制约因

素。因此，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能弧军突进，更不能一哄而起，不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机

械化的发展将呈现出它明显的区域佳，阶段性。它的发展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宏观战略部署相

吻合。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底子薄的基本情况，将要用几十年时间的艰苦

奋斗才能实现。当然，速度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快有慢。因此，应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

从宏观上制订农业机械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时，也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订不同区域

的发展规划。在刚刚摆脱贫困，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农村经济仍处在低水平的情况

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只能是机械化，半机械化及手工操作并举，国营，集体和个体并

举，机电动力、人畜力并存的格局。到真正实现了小康水平以后，农业机械化才有可能达到

中等水平，即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要实现全盘农业机械化，只有在国民经济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才有可能。这就是说t发展农业机械化，要从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和

国情、省情出发，积极稳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实践证明，任何脱离实际，只从主观美

好愿望出发，操之过急，其结果，必然使农业机械化遭受挫折，欲速则不达。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及时提出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各个不同时期

韵速度和要求，防止千篇一律，各地的措施应有针对性和地方特色。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阶段，农业机械化事业，同样应进

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加强领导体制建设，完善各种经济，

技术承包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妥

善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稳定和壮大农业机械化队伍和乡农机站的经营服务综合能力。有条

件的地方，要积极增加对农业机械化的投入，提高农机科研，生产、使用和管理人员的业务

素质，把农业机械化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总之，发展农业机械化只有得到社会多方

面的关心和支持，才能保持健康发展，只有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探索、掌握规律、及时总结经

验和改进工作方法，勇于开拓进取，才能把江苏省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提高到新的水平。

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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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体例按横排类目、纵写史实体例，分章，节，目3级编写。节以下标题阶

次按I一，<一>，1序号排列。

二、断限年代，上限，视需要向上追溯史实，纪实文字从简。农业机械化纪事，从使用

动力抽水和试制成功内燃机的1912年始，下限为1988年。

三、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朝代，年号纪年，用括号夹注公元纪年，不

写帝王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均以公元纪年，20世纪50年代简写为50年代，余类推口

四、各种称谓均依当时当地称谓。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当时政府称“国民政府黟o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简称“新中国弦，文字纪述中可以用“新中国建立

前劳、“新中国建立后捧，随之后，凡简称“党"的，指中国共产党，简称“政府修甘‰指

人民政府。文中提及的机构单位(除1965年政企合一江苏省农业机械公司外)和有些名称，

自第一章始第一次出现用全称，括号夹注简称，以后出现一般均用简称。

物具名称，一律用当今通常的称谓，如水泥、煤油等，不用洋货、洋油等字眼。引文根

据需要，沿用了历史1日名，需用“××弦号框。

五，计量单位与数码计量单位均按国家规定的单位标注。数字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

码。历史事件中的数字及计量单位则按原来使用的标注。

六，志书中所列科研奖励等级，均以国家科技3等奖以上(含3等)，省部级2等奖塔

上(含2等)，以及省部级以上所颁发的科技大会奖和各种会议奖。

七，本志用语体文。“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大事年表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

未体·全志以第三人称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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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江苏农业垦殖历史悠久，千余年延续着以手工工具和

人畜力为主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生产率极低，迨至近代，才有新式农业机器和农具的推广

应用。农业机械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必然趋势，其发展进程受自转一|地理，社

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制约。
‘

江苏省东临黄海，处江淮沂沭流域下游，属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地区，水旱灾害频繁，

农业上对抗旱排涝机械需求迫切。全省总面积lO．26万平方公里，地形以冲积平原为主，耕地

1987年统计为6869万亩，其中水田约占60％，旱地约占40％，划分为太湖里下河水网平原、徐淮

旱地平原、宁镇丘陵区和沿海垦区四个农业区域。土壤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六大类：太湖平

原水稻土，耕性适中，熟土层厚，比阻为0．45"-'0．6公斤／平方厘米，里下河低洼区水稻土，

低湿粘重，土壤比阻在0．5"-'0．75公斤／平方厘米，最高为0．9～1．0公斤／平方厘米，滨海平

原脱盐土，．比阻为0．40"-'0．65公斤／平方厘米，长江两岸旱地土，．含砂量高，比阻在0．38--,

O．60公斤／平方厘米，徐淮平原旱地土，其中大部分为黄潮土，棕潮士，比阻在O．50"'0．86

公斤／平方厘米，少量砂疆土比阻较高，为0‘75-,．,0．92公斤／平方厘米。就地形和土壤来看，

对农机虽有不同要求，但不构成农业机械化的障碍因素。江苏具有暖湿季风气候特点，雨热

同期，年均降水870"-1100毫米，由北向南递增，频繁的降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使淮

河以南水田地区的耕作机械化增加了难度。江苏省人口多，密度高，1987年末全省总人口

达6348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618人，其中农村人口占81．4％，为5204万人，农村劳动力

为2691万人，农村人均耕地1．32亩，每劳动力平均耕地2．50亩。耕地资源少，农户经营规

模小，是发展农机化重要的限制因素。又因人口多，对农产品需求量大，而土地资源稀缺，．

农业生产从历史上就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实行多熟制以充分利用光热水土，农忙季节，

抢收抢种，收麦栽秧，一日之间早黄晚青，田间可作业时间短，水稻田块小等，这又增加

了农机配备量并要求农业机械适应高产农艺要求。在社会经济条件中，突出的特点是农村

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历史上苏南工商业起始早，近十几年农村工业发展快，1987年全省乡镇

工业产值达697．41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1988年又增加到980．79亿元，居全国首

位。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数百万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同时又提高了

农村的购买力，这对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重要和有利的条件。全省农用工业门类较齐全，农

机工业规模也较大，生产的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水泵、农机具等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地位，

可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技术装备。

江苏省农业机械化在人多地少、稻麦两熟、水旱轮作、套种间作、精耕细作的条件下发

展，国内外可供借鉴经验极少。数十年来，全省农机化工作者辛勤劳动，深入乡村，引进、研：

制各种新式机具，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和推广，开办多种教育培训，指导农民操作使用，保养．

一

概

_L-

堵盛秽廿盛譬_蕾，蚺翟盛需黔譬|}鞫擎蠡蕊嚣菇敢



维修，组织农机合作服务和安全生产等，历经反复，终有所成。全省基本形成了农业机械化

管理服务，教育培训、科研生产、技术推广、维护修理，供销经营及安全监理等服务网络。

对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增产和发展农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江苏省使用农业机械较早，(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苏州范纬等曾联名禀请招股购

买外国农业机械具开垦九邑荒地，同年，上元(今江宁县)张是保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

民国元年(1912年)，常州奚九如试验抽水机灌溉农田成功。翌年武进厚生制造机器厂成立，

制造抽水机。民国5年(1916年)太湖地区农村开始使用柴油机配水泵的戽水机船，按农时季

节沿河流动灌溉，农闲则带砻轧米，私营戽水机船户逐渐风行。民国13年(1924年)戚墅堰

震华电厂在武进县定西乡进行2000亩农田电力灌溉试验，获得成功，无锡、苏州等地电厂亦

相继仿效。戽水机船和电力排灌站在太湖地区的应用，标志着江苏农业机械化事业开始萌动。

早期的农机科研教育，江苏亦在全国领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金陵大学农科成

立后即着手农具改良，是国内最早从事农具改良研究的单位，至民国20年(1931年)，实业部在

南京孝陵卫筹建农业实验所，有农场面积2227亩，配备500余件农机具，供设计改良。民国24年

0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艺系中设农具学组，由此有了中国最早的农具学本科生。

江苏农业机械化事业起步虽早，但新中国建立前40余年发展极为缓慢，抗日战争时期又

曾一度损毁。1949年机电排灌动力仅为4．43万千瓦，机电灌排面积227．30万亩I拖拉机23台，

295千瓦，在少数农场试用。 ≯1

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建立，江苏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至1988年大体可

分为三个阶段。

(一)SO年代初至60年代，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兴办水利机电排灌和国营拖拉机站、国营

农场的发展阶段。

50年代初为抗御自然灾害，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党和政府领导农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

动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优先发展了排灌机械。1953年至1965年间，全省建起机电排灌站

7800余座，排灌设备达36992台(套)，动力增加到70．26万千瓦，机电有效灌溉面积达

3045．1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l％。这一期间，国家投资在江、淮、沂、沭千流和沿海(江)河口．

兴建了一百多座大中型水利枢纽工程，驰名中外的江都抽水站第一站也予1963年5月建成。

这一时期，对里下河600万亩沤田进行了改造利用，部分地区推广使用了“电犁一(电力绳索

牵引机)。机电排灌动力和“电犁"发展后，各地利用它带动脱粒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

1965年农副加工机具增加到2．46万台，脱粒机增加到3．60万台。为防治病虫害，还推广了手

动喷雾喷粉机57．64万架。
‘

1954年起在沭阳县马厂、邳县运河，南通县三余、吴县陆墓等不同农业区域试办国营农

业机器拖拉机站，在灌云县东辛和南京郊区建立了拖拉机代耕队，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拖拉

机，为当地农业社代耕作业。耕作机械化这一期间也开始发展。1954年国营拖拉机站有拖拉

机9台，替17个农业社代耕6690亩农田，翌年拖拉机增加到102台，为180个农业社和3个国

营农场代耕14812亩。1956年，国营拖拉机站增加到14个。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业

社始办拖拉机站，12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拖拉机下放到县，实行“国有社营，，。因



’技术保养和使用管理条件跟不上，1962年4月国务院决定把拖拉机站收归国营。1963年底全

省共建国营拖拉机站80个，拖拉机2052混合台，共有机耕队236个，职工6541人。国营拖拉机站

在调整整顿基础上建立了各项管理规章制度，逐步摸索出一套机务管理办法。惟长期亏损局面

未能扭转，是年亏损129．7万元。此外社队拖欠机耕费也很普遍。1966年9月，江苏省人委决定再

次将大部分国营拖拉机站、机电排灌站下放到公社经营。到1969年，全省大多数拖拉机下放，

仅在经济贫困的徐州、淮阴，盐城地区，滨海，阜宁，响水等县保留了33个国营拖拉机站，

继续为当地社队代耕作业。国营农场农业机械化在这一阶段起步。1950年4月华东军政委员

会在灌云县筹足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引进成套苏联机械，有拖拉机13台，大型机引机具34

．台，其中联合收获机13台。在苏南又以民国时期留下的拖拉机装备国营练湖农场。1952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2师整编为农业建设第4师，赴苏北滨海、射阳县境内，创办淮海机械

化农场担负海防和屯垦任务。国营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为农业机械化起了示范作用。

在农机化科研教育方面。1952年国家在南京兴办华东机械化农业学校(后更名南京农业机

械化学校)，1958年建立南京农学院农机化分院。同年苏北农学院增设农机专科，后改为农

机化系。1960年筹建南京农机学院，后迁镇江，改名镇江农机学院。三院一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机

科研，设计制造和运用管理方面的技术人才。1952年冬华东农科所农具系接受华东农林部下

达的水稻插秧机的研制任务，1956年春研制出具有首创意义的水稻插秧机，引起了同行的重

视，南京遂成为国内水稻插秧机研究中心。1957年10月，在华东农科所农具系的基础上成立中

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后江苏省农机研究所也相应成立。1963年8月，农业部引

进了日本14种手扶拖拉机及欧美一批小型农机具，由南京农业机械化所负责，组织苏，浙，

闽，湘、川等省农机科技人员在旬容进行生产适应性试验并对比选型，吸取先进技术，在此基

础上，南京农业机械化所、江苏省农机研究所，常州拖拉机分所，镇江农机学院等单位子1966

年5月，共同研制出“东风一12"与“太湖一lO万型手扶拖拉机样机。1968年通过江，浙两

省在杭州市共同组织的鉴定，是年常州拖拉机厂定点生产“东风一12”型手挟拖拉机，至

此，水田地区有了适应小地块和农民操作技术水平盼国产耕作动力。这一期间研制成功的还

有与拖拉机相配套的耕耙机具，打稻机，背负式喷雾机，“南一352"型脱粒机等。
‘

(=)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投资，集体经营为主的农业机械化发晨阶

段。

根据毛泽东主席1959年4月提出来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矽的指示，这一时期，

国家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提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制造以

地方为主，农机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机购买以集体为主的方针。江苏省发挥地方政府和人

‘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兴办农机工业，发展排灌、耕作、植保、脱粒，加工的机械化半机

·械化。“文化大革命拶中一度撤销农机科研所，农机院校，至70年代后期才得以恢复发展。

1965年卒_1979年农村社队大量兴建排灌站，机电排灌迅速普及，每年净增排灌动力

24．1万千瓦，省，地．．县地方财政每年对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达到1．2亿元。1977年12月24

日，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四座抽水站全部建成，装机总容量4．90万千瓦，抽水能力400立方

米／秒，可灌溉农田1000多万亩，实现了“南水北调，引江济淮"的规划。1979年全省机电

灌排动力达到408．93万千瓦，有效灌溉面积达5千余万亩，占耕地70％以上。

耕作机械化亦迅速发展。70年代初，常州市以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为龙头组织专业化

协作，年产万台以上。苏州，扬州，盐城，镇江、南通等地区也利用原有工业基础，组织生



产手扶拖拉机和搿$195炒柴油机。蓟70年代中期，全省手扶拖拉机年产达到4．5方台。1969

年开始，国家投资5000万元筹建清江拖拉机制造厂，制造“东风一50黟型中型拖拉机，1976

年形成年产5000台的能力。其余中小型农具以及脱粒，加工机具的生产，各地，县一时俱

兴，生产企业多达数百家。牵_1979年统计，全省大中型拖拉机增牵．14147台，为1965年的6．6倍，

国产机型己占主体，手扶拖拉机达到225881台，拥有量居全国首位。全省机耕面积由1965年

的559·1万亩增加到4324·8万亩，机耕水平由7．5％上升到62％。基本上实现了排灌、脱粒，植保

和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经营形式以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自有自用为主。

一 70年代中期起，农村社队大量购入小型及手扶拖拉机，农用柴油机，各地按当地条件和

农艺要求进行机具配套，维修、推广和技术培训，与此同时，地、县农机化研究所，培训

班、县农机修造厂纷纷建立，至70年代末全省建成地、县农机化研究所76个，省地农机鉴定站

8个，地，(市)、县常设农机培训班61个，县农机修造厂68个。初步形成了农机科技推广，培训和

。维修网络。为加强社、队农机管理，‘1975年起，全省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建立作为基层事业单位

+的农机管理站，指导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机管理工作。’1979年全省有97％的公社建立了农机管

理站，每站设站长、机务、会计辅导员4至5名。当年对全省农机具进行了普查，参照以往国营拖

。拉机站的管理经验，于1980年在全省推广了“五定奖赔"责任制，使农机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三)70年代末至80年代i是江苏农业机械化向多种经济成分，多层次和多种经营形式

发展的阶段。

1979年江苏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与此同时国家提高了

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高涨，产生了

对农业机械化的新需求。1980年起，出现农民购买拖拉机经营，当年全省农民私人筹资购买

手扶拖拉机426台，中型拖拉机4台，农用汽车10辆，机动船147艘，柴油机202台。1980年至

1984年，全省粮，棉，油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村工，商，建、运、服各业迅速发展，农民运

’用农业机械进入了农、林，牧、副，渔的生产i加工，运输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到

1985年，属农民私有的拖拉机达到35．55万台，占总保有量的7l％，。乡村集体拥有的拖拉机

14．78万台，占28．9％。大中型拖拉机i农用汽车、排灌设备，r以集体所有为主，手扶拖拉

机，脱粒、加工、植保(手动)机具以农户所有为主。形成了国家、集体，农户多层次，多

种经营形式办农业机械化的局面。

． 1980年后农民购买拖拉机大量增加，为发展种植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1982年江苏省农

业机械局在兴化县海南公社进行乡村农机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以村为单位建立农机服务队，

服务到户到田，公社农机站承担村以下农机服务的组织，示范，指导，维修和油物料供应等

职能。海南公社试点经验向全省推广后，绝大多数乡镇农机站从单纯管理型转变为管理服务

型。1983年，句容、大丰等县在未建农机服务队的村配备兼职农机管理员，组织有机户与无机

农户挂钩，实行合同服务。与此同时，苏南一批集体经营的村农机队通过加强责任制和经济核

算得到了巩固。到1987年，全省建成2021个乡镇农机化管理服务站，达到乡乡建站，建立村

农机服务队9604个，占总村数26．7％，1988年又增加到10191个，配备村农机管理员27459

人，配管理员占总村数73％。村以下还建立245个农机户协会，以及10568个各种农机专业服

务组织。依靠乡村农机管理服务组织，每年组织50万台拖拉机投入农田作业，服务农户在

1000万户以上，占总户数的80％左右，基本上形成了服务型机械化的格局。为巩固服务队

伍，增强积累能力，各乡村农机站队利用机械设备和技术，开展了多种经营。1987年全省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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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847个乡镇农机站，1338个村农机队办起了多种经营项目，分别占站，队总数的9i．5％和

13．1％。年刨产值10亿元左右，利润7000万元，成为乡村农机服务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o·

1985年以后，农村经济迅速增长，农业上对高产，省工、节本的新机具需求迫切，全省

以三麦少(免)耕条播机、圆盘开沟机、小型割晒机、化肥深施器等新式机具为主要内容，

大力推广三麦生产机械化栽培技术。三年间，上述三机推广总量达5．32万台，化肥深施器推

广23．78万件，全省三麦机播、开沟，收割和化肥深施面积每年净增100万亩以上，提高了三

麦种植机械化水平。 ，．

，
．．

·

80年代农村运输，农副产品加工和林、牧，渔机械化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用汽车和运输

车1979年至1987年间增长8．3倍，机动船增长1．5倍，拖拉机拖车增长2．5倍。拖拉机大量从

事短途运输，有效地缓解了农村运力不足，改善了农村运输状况。农副产品初加工机械1987

年发展到193．45万千瓦，平均每50户即有一加工点，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方便。林，牧，渔机

械特别是水产养殖机械增长亦较快，渔船动力增长1．o倍，池塘增氧机增加到5481台，池塘

挖掘机推广234台。1980年起对部分老旧泵站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到1987年计改造泵站9000

余座，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714万亩，机电设备效率提高lO一15％，能源单耗下降15—20％。

80年代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苏，锡、常太湖地区经济比较发

达，乡村工业增长迅速，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该区乡村集体通过搿以工补农"，“以

工建农一，投资兴办农业机械化。农机经营形式以村办为主，建立农机服务队，配备大中型

机具为农户开展综合服务。1986年苏州市吴县和无锡市无锡县被农业部定为全国农业机械化

综合试点县。1987年秋经国务院批准，省人民政府在无锡县，吴县和常熟市设“农业现代化

试验区巩，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入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这期间，苏锡常地区涌现出200多个农业机械化先行村，在全省先行一步。 ，

苏北徐，淮，盐，连四市系旱谷平原，是80年代新崛起晦商品粮基地，地形、土壤、气候

皆适宜机械作业，联产承包后，农业机械化发展以小型机具为主，农户经营为主，由乡村组

织合作服务。这四个市1987年手扶拖拉机已达到34．88万台，比1978年增长4倍多，占全省保

有量57．7％。 ．．．

．

一 一

宁，镇、扬，通四市位于丘陵，水网和粮棉间套作地区，因自然条件、耕作制度和社会

经济条件限制，农机动力增长略低于其他地区。机具配备以小型为主，为农业服务的机具以

集体和农户经营并存。该区沿江临海，是全省防汛，抗旱，排涝挡潮重点地区，排灌动力占

全省总数的42％。 ·V c

到1987年全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状况是I农机总动力1974．41万千瓦(见表I)平均每万亩

耕地2874．1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9368台(见表2)。，小型拖拉机604625台(见表3)拖

拉机配套农机具101．29万台(件)，农用排灌动力468．97万千瓦，各种水泵38．14万台(套)I

机动脱粒机79．45万台，农副产品初加工机械24．97万台，农用汽车15803辆，机动运输船

110923艘，基本上实现了耕作，排灌、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和农用物资运输的机

械化和半机械化。当年农业生产中，机耕面积5162．90万亩，占总耕地的75．3％(见表4)，

有效灌溉面积5275．92万亩，占耕地76．8％(见表‘5)机播面积782．07万亩，占粮食作物面

积9．0％，机收割面积343．26万亩，占粮食面积的5．0％，机械化植保防治面积1341．86万亩，

占农作物面积的10．5％(见表7)，机械脱粒量2803万吨，占粮食总产量86．1％(见表6)。

全省农业机械固定资产总值达到51．15亿元(原值)，农机驾驶员、操作手，修理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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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人员总数为117．6I方人，
要技术力量。

全省农业机械化队伍已经成为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一支重

江苏的农业机械化是从抗御自然灾害的排灌机械化起步的。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间，全

省建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能灌、能排、能挡、能降、能跨流域调度的机电灌排网，较有效地解除

了洪涝旱溃的威胁，城乡人民安全和农业生产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据统计资料。50年代全省

累计受涝面积17031万亩，成灾10335万亩j成灾比重为60．7％。，累计受旱面积6271万亩，

成灾2230万亩，成灾比重为35．6％。60年代累计受涝10888万亩，成灾5459万亩，成灾比重

，50．1％，累计受旱9046万亩，成灾2528万亩，比重为27．9=％。70年代累计受涝7567万亩，成

灾2908万亩，比重为38．4％，累计受旱15299万亩，成灾2452万亩，比重为16％。三个十年

相比，干旱成灾比重下降11．7个百分点，洪涝成灾比重下降19．6个百分点。80年代以来，江

苏农业在全国保持着稳产高产记录，机电排灌体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植保机械，脱粒机械的发展，对控制病虫草鼠害，防止霉变，挽回粮棉损失，亦起了人

力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江苏地理气候有利于生物生长繁衍，危害农作物的病虫草害亦繁多。

其中危害较烈的病虫害有100多种，农田害草30余种，害鼠有6种。病虫害蔓延造成大面积

减收。60年代至70年代，农村大量推广手动喷雾、喷粉器，基本上普及到每个村组。80年代

又发展机动弥雾喷粉机10万余部，一些县，乡建立了植保综合防治体系。依靠机械化半机械化

防治手段，加上高效农药和准确测报，先后控制和基本控制了为害面广的小麦吸浆虫，秆锈

病，条锈病，水稻褐飞虱，三化蝗，纹枯病、：自叶枯病、棉花大卷叶虫，棉铃虫、飞蝗、花

生蛴螬等，农田杂草也有所减轻。据1980年．．-至1986年各市县农业部门测估汇总，全省通过防

。治病虫草鼠害，4年累计挽回粮食损失1885万吨，。占粮食总产8-一10％，挽回棉花损失72．9万

吨，占总产16"'28％，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江苏麦收期临近梅雨季节，在脱粒机未普及

前，年年烂麦场霉变粮食十余亿斤。70年代后小型脱粒机大量推广，大部分市、县能及时收

脱，避免了损失。而与少数未普及机脱的市、县仍出现遭雨烂麦场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t ．60年代起全省各农业区域都进行了以提高复种指数为主的耕作制度改革，里下河地区

．．“沤改旱黟，一熟沤田改成稻麦两熟。徐淮地区“旱改水黟，1000多万亩低产旱地种上了水

稻。长江两岸、太湖地区许多地方一度实行了“三熟制修。复种指数提高增加，使农忙季节劳

动力紧张的矛盾更显突出。适应抢季节，夺高产的需要，全省拖拉机及配套的耕作机具、播

种．脱粒机等相应发展。据典型调查，实现耕耙，播种，开沟，脱粒几项作业机械化的乡

村，稻麦生产亩用工由原33工日下降到20个工日左右，夏秋两个农忙季节由过去二个多月缩

二短为40天。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80年代又大面积推广了三麦少(免)耕．条播，半精量播

种，田间机开沟，化学除草，水稻工厂化育秧，地膜育秧等高产新农艺。这些技术采用机械

作业，不仅工效高，质量好，优于人工作业，而且增加了资源综合利用。如开沟机开挖田间

剖：水沟，工效是人工的40倍，而且沟型窄且深，少占麦田，可增加5％的土地利用率，有利

于提高粮食产量。全省50年代年平均粮食总产103．35亿公斤，60年代年平均产粮129．85亿

公斤，70年代年平均产粮上升到209．4亿公斤，80年代前九年年均产粮301．75亿公斤。在占

全国1％的国土，4．7％的耕地上，生产出占全国总量8％以上的粮食和油料、10％的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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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的肉类，13％的水产品和20％以上的蚕茧。大多数农产品自给有余，还对国家作出了贡

献。这是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综合应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机械化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由于农业机械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种植业劳力转移和农村产业结构

变更，使农村多种经济得到发展。70年代中期以后，全省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置换

出来，转向第二，第三产雌，推动了农村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到80年代后期，农村社会

总产值中，非农产值已古至她分之三。特别是在苏南经济较发达地区，苏州、无锡、常州三
市农村总劳力的65％，从硼间转入菲农产业，形成了绵亘百里的产业密集带，这一地区年刨

工业产值900多亿元。工业化迅速发展要求农业转移出更多的剩余劳力，而农业机械的替代

效益又十分显著，因此这一地区80年代后期出现了拖拉机由小型向中型发展的趋势，联合收

获机、水稻插秧机等复式作业机是需求上升，有代替单项和分段作业的趋势。一部分有条件

的乡，村，甚至不借巨资购买进口的农业机械，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

从长远看，中国农业发展总趋势是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而农业机械化正是农业现代化

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为清

楚地显示出来一

四

40年来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成就很大，失误挫折亦不少。存史资政，启迪未来，

颇有教益。
。

(一)农业机械化是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发晨的历史进程，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立

足国情省情，坚持因地制宣，从实际出发。 ．：‘?

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可能，文化，技术普及状况，机器技术难易程度和使

用经济效益，选择推广适用的机具。并按科研、引进(包括试制)、试验、鉴定、示范，推广的程

序，由点及面，分项目有重点地逐步推进。还要抓好机手训练，机械保养维修，辅之以各项

措施，方能见诸成效。江苏的机电排灌建设自开始迄今己逾60年，自50年代算起经过25年，

始成较完整的灌排体系。耕作机械化的发展，自建国营拖拉机站约有30年，自农村大量推广

“东风=12黟型手扶拖拉机亦有15年以上，其中还包括60年代引进各国10余种手扶拖拉机和

70年代末引进日本水田成套农机具进行适应性试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方取得

成效。少(免)耕条播机，开沟机等三麦机械化栽培技术大面积的推广亦有七，八年之久。

以上属成功范例。江苏亦有过急于求成，一哄而起，不按科学程序，以政治号召，用群众运

动方式搞机械化的教甜轧50年代不切实际地大搞“双轮双铧犁"、“绞关化黟，耗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1978年茬懒三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号召下，一大拙性能不过关，未经试验
鉴定的农机产品仓促上马投产，仅1980年后积压在仓库报废的农机产品就有2000万元之多。

农业机械化试点凡采取国家出钱购机器，农民使用的方式，大多不能巩固。凡此种种，都是

脱离国情，省情，未按科学程序办事，带来大起大落的结果。
‘

‘

人多地少的江苏省发展农业机械化，农村经济水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办机械化首先

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全省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80年代以来，已形

成了具有地方特色三大版块的经济区域。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对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内容要

求，投资主体，经营形式不一样。如苏锡常地区以发展中型机具，集体经营，综合服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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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徐淮盐连地区以发展小型机具，j农户经营，忙统闲分，合作服务为主，宁镇扬通地区则

兼而有之。对此宜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切忌一刀切，．一律化。t

·发展农业机械化，还要充分考虑自然地貌差异、耕作制度要求、农机农艺相结合和农田

基本建设、桥梁道路等配套设施。如太湖与里下河地区属同一农业区划，耕作制度基本相

似，然而太湖平原交通发达，路桥配套，农田基本建设标准高，中型拖拉机得以发展。里下

河地区则大片水域阻隔，只能以轻便的手扶拖拉机作为耕作动力。因农业机械化工作必需因

地制宜，注重实践，尊重科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和

方法，形成正确的决策，按科学程序找到适用技术和合适的途径，才能扎实、稳步地推进农

业机械化事业。
。

，

j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耍建立社会化农机服务体系，开展综合经营，。加强农机管理，

方能获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

江苏现人均耕地仅1．ol亩，三口之家耕地仅三亩左右，与农机的经济作业规模差距极大，

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基本矛盾。依靠农户购置全套农机，既办不起，也不经济，在联产承包

初期有“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说法。然农村改革以来，农机部门依靠乡村合作经济组织

建立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发展社会化农机服务，走出了一条投资少、见效快，能提高社会

经济效益的道路。现基层农机站‘、队已覆盖了全省大部分乡村，依靠服务站、队组织农村现

有机械为广大农户服务，使机械作业面积逐年上升，其中机耕水平已居全国各省、自治区前

列。 ．r： ‘|，。?：-， ．‘．川．一“：。

农机服务有季节性特点，须解决常年机工收入来源，服务队伍方能巩固发展。为此不仅

要实行有偿服务，还诬开展农机系统的综合经营季：j以增强农机服务体系的自我积累能力，走

良性循环的路子。江苏乡村农机服务站、队开展综合经营ll孛阎长、规模较大，j‘取得效果也很

显著。1980年11月省农机局在靖江召开全省首次农机站综合经营会议，贯彻农机部提出的

“以农为主，综合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十六字方针，结合江苏实际研究部署开展农

机综合经营工作。1985年省农机局又在如东召开的农机服务和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上提出，升一

手抓农机管理，一手抓多种经营，万“两个轮子一起转"嗣后有新的发展。1986年至1988年

三年间，全省乡村农机站队综合经营收入中拿出了5810万元肘于服务队伍的自身建设，其中

用于补贴农机人员工资2190万元，用于机手培训及各项机务管理活动1101万元，用于购置新

机具2519万元。综合经营成为农机队伍自我积累Ijj自我武装，自我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成

为江苏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j j≈j
“

，j
一‘-

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必须加强管理，才能降低农机使用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加强管

理，则首先要妥善处理农机管理体制问题；、几十年来农机管理机构不断地建，撤，并、建。

就省级而言i 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省农业机械厅，1962年撤厅，后建省农机管理局，

1964年末建立托拉斯式的农业机械公司，。1969年又撤销。因机器增多，管理不善，1977年重

新建立省农业机械局，1983年5月复调整为=级局。反反复复，四起四落，给全省农业机械

化事业带来一定影响。值得从中总结经验。+
’ ’

．吨

(--)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一
‘。“

江苏省在农机科研、技术推广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比较突出的有。50年代初在无

可借鉴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人力、畜力插秧机继而研究机动插秧机，其成果居全国领先地

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60年代机电排灌事业，随着大型泵站的建立，沤改旱、旱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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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熟改二熟取得成功，．对江苏水私事．业，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变革。在引进国外农业机械

样机的基础上研制出适应小田块作业的手抉拖拉机，成为当前全省农村主要的动力。场头脱

粒机具，自农村通电后，基本上己实现机械化作业。长期来拖拉机配套机具，仅限于犁。旋

耕机和拖车，8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配套机具，大力推行三麦少(免)耕机械化栽培技术，由

少(免)耕条播机和开沟机完成种麦工序，化肥深施器的大量使用，以及铷：晒机和脱粒机配套，

形成了整套生产机械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拖拉机的配套比，而且是农艺与农机相结

合的成功经验。此外，手扶拖拉机不拆卸工具、功率油耗测试仪等的推广使用，为管好、用

好农业机械提供手段。
’

然而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外农机技术迅速发展，在这一段时

间内，全省削弱了农业机械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推广。江苏是机动插秧机发源地，

但至今科研，生产使用不仅落后于日本，而且也落后于国内其它省、市。

科学技术是第呓产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应立足于科技进步。为此，从江苏实际情
况出发，调查研究，要加强农业机械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改革农机科研体制，增加科技投

入，培养农机科研新生力量，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组织科技攻关，以科技为先导，促进全

省农业机械化上新的台阶。

(四)实行国家、集体和农民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对农业机械化投入，争取

各方面的支持，方能使农业机械化事业具有不断发展的后劲。

江苏现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阶段，农业基础仍较脆弱，生产技术水平还

比较低，对传统农业的技术改造远未完成。这就要求不断增加对农业的资金、物资的投入，

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才能形成持续增长的生产能力。农业机械化

投入应包括国家，集体和农民多层次，其投入主体是集体和农民。60年代至70年代，‘依靠集

体经济积累和国家的支持办机械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农民投资

积极性未能调动，苏北集体经济贫弱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缓慢。80年代农民购买农机积极性高

涨，投入大量增加，但国家和集体资金投入又有所下降，如1980年至1983年间，财政支农款省

控部分用于农机方面投资由3000万元下降到20余万元，农业机械化基本建设投资下降80％以

上。农村集体积累减少，也削弱了投资能力，1987年始虽有部分建农资金、粮食发展资金租

黄淮海开发资金用于农业机械化，但总的情况是国家投资不足，致使农业机械化科技教育发

展滞后，新技术、新机具开发推广跟不上农村需求。积。40年经验，为稳定增加农业机械化投

入，有必要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情况的积累和投入制度。形成一个以国家投入为导向，以

集体积累和农户投入为主体，利用外资和横向吸收资金为补充，银行信贷适当倾斜的多层

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投入体系和高效循环周转的运行方式。农业机械化企事业单位，

服务组织内部也要搞好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增强内部积累。使农业机械化事业能在相对

稳定的投入条件下，与整个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相适应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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