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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并用农作物秸秆残茬覆盖地表的一项系统、先进的农业
耕作技术。
它于20世纪40年代起源于美国，80年代以后，逐步推广应用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实施效果看，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明显的保护环境、抵御干旱、培肥地力、节约成本和增加产量的
综合效益。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界农业：走向2015/2030年》中称“保护性耕作是一场新的耕作革命，是一种农
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双赢’的耕作方式；未来10～20年中，保护性耕作将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更加
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早期试验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试验研
究，起始于1992年在山西省尧都区和寿阳县进行的小麦和玉米保护性耕作试验。
该试验由澳大利亚专家和中国农业大学专家一起实施，在农业部的大力支持和山西省农机局的配合下
，经过3年的努力，基本确定了小麦耕作的机具体系、技术体系，并于1996年首次在全省选定了7个项
目示范县，当年省财政投入200万元用于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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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山西省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模式的现状、运行机制、重要影响因素、改进优化途径及政府支持
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本书的出版将为从事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各级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认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规律、改
进推广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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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由于机具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农机户在购买机具时除使用家庭储蓄外，还往往需要从
亲戚朋友、金融机构等处多方筹集资金。
农机户资金来之不易，甚至存在着还款、还贷的压力，这就给资金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他们
要求所购买的机具能够带来足够高的经济效益。
否则，一旦买来的机具性能不佳，不能满足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业的要求，就会出现机具作业效率低下
甚至闲置的现象，最终导致农机户经济效益不高，甚至还可能面临亏损。
因此，对于农机户而言，保护性耕作机具性能、所能带来的收益等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二，农机户从事保护性耕作作业服务时，传统农机可能处于闲置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原有农机
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定的转换成本。
因此，农机户在考虑保护性耕作机具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时，既要考虑新机具的投入成本，也要考虑
原有机具闲置、淘汰所造成的转换成本。
　　第三，保护性耕作技术本身减少了农机作业的环节，那么农机作业环节减少是否会影响农机户经
济效益，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保护性耕作技术对于农民来讲农机作业环节减少，农机作业费支出减少，是有利的事情，那么对
于农机户而言，在服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农机作业服务环节的减少，会导致其收入降低。
这就需要在推广工作中平衡农机户与农户的利益矛盾，寻求农机户合理盈利点。
在农机户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政府应考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调动保护性耕作机具作业服务农机
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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