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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对农民、农场职工和农机服务组织购买农业机械给予一定补贴的政
策。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相继颁布实施。
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
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的趋向。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提出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一系列与农机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之快、力度之大、实惠之多，都是前所未
有的。
这既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工作手段和宽松的工作环境，又展示出农机化发展的美好前景。
面对当前难得的农机化发展机遇，为了做好山西未来5～10年的农机化工作，特别是制定好农机化发展
“十一五”规划，我们以《新时期山西省农机化发展研究》为课题，特邀中国农业大学的有关专家和
我们共同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项课题研究在对山西省农机化及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农机化发展的经
验教训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山西省农机化发展的现状、发展需求和发展条件。
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确定了山西省农机化发展目标，提出了发展的重点、区域布局、政策扶持、
财政支持力度及具体策略措施等。
同时还在农业机械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分析中，提出了一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必须有相应的农机化
水平和必要的农机装备来保障的观点，以及两个重点、四大体系、六项工程、八项措施的农机化发展
策略。
符合山西省农机化发展的环境条件，对于今后全省农机化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山西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和黄河中游古老的农业区之一。
全省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70％是丘陵和山地。
6558万亩。
耕地中，76％是旱地。
4955万亩旱地中，70％是中低产田。
多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都以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带领全省人民下大决心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来抓。
从特殊的省情出发，山西的农业更加迫切需要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新时期山西省农机化发展研究》的出版发行，将研究成果展现给大家，必将对山西省的农机化
发展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希望山西的广大农机工作者充分利用这一成果，探索本地区农机化发展的新途径，并不断创新农机化
发展理论，用以更好地指导农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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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农为本”中的“三农”指的是农民、农业和农村。
农民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体，承担农机化发展的直接经济成本，享受农机化发展的直接经济利益，
他们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决定着农机化发展的状况。
因此，制定任何有关农机化的发展规划和策略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求，必须有他们的
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是农机化的服务对象，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需求是农机化发展的直接动力，农业
和农村发展需求的变化则决定着农机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农机化的任何发展都必须考虑农业与农村
发展的需求，牢固地树立农民在农机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促进农业
与农村的发展作为农机化发展的己任，这就是“三农为本”的内在含义。
　　“效益优先”中的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称。
效益优先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农机化的发展必须是有效益的发展。
在发展速度和效益两者之间，我们更着重于效益，在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这两者之间选择，我们更着
重于质量提高。
当然我们更希望既有速度又有效益，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水平这样的发展，农机化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
发展。
二是农机化的发展必须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经济效益是一个单位或部门得以发展的推动力，好的经济效益可以使一个部门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经济效益好意味着高的投入产出比，意味着社会资源的节约，这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高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说，把效益放在优先位置，就是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要提请注意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这两类效益不同：前者具有确定的受益对象，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谁受益谁承担成本，因此，对于农机化所表现出的经济效益，可由受益人支付成
本，进行投资。
但农机化发展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质，其费用必须由政府承担，这也是
我们强调政府必须对农机化发展进行投入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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