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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功等地调查材料看在实现农业机械化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

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马 鸿 运

(一)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农业机械化方面
,

从一九五三年建立少数国营拖拉机站为集体

农业生产单位代耕
,

到 目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立农机站或机耕队以来
,

已有近三十年

的历史
。

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规模
、

速度和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

给农业生产
、

农村经

济
、

农业技术改造
、

农业技术力量的培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

第一
,

农业机械化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
,

而且节约了劳动力和役畜
。

我国农业机械

化发展
,

就多数地区来说
,

是从米面以及饲料
、

饲草加工机械化开始
,

逐步到农田作业

的耕
、

耙
、

播以及运输等
,

最近几年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不少笨重

的体力劳动为机器所代替
,

某些作业手工劳动或畜力劳动几个人
、

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

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 在机器操作下
,

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完成
。

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

展
,

既减轻劳动强度
,

又节约劳动力和畜力
。

例如陕西省武功县一九七 O 年拖拉机马力
、

农田作业劳动力和役声头数若均为 1 00
,

则 1 9 7 7年相应指数为 6 5 9
、

69 和 88
。

第二
,

保证作业的及时性
,

把农活安排在最适宜的时间内布成
。

农业生产时间性很

强
,

不违农时是保证农业增产的主要环节之一
。

机器作业不仅能按最适宜 的时间进行
,

而且还能抢农事季节
,

达到高产稳产
。

陕西关中西部这几年来
,

复种指数较高
,

基本上

是一年夏
、

秋两料
,

由于高产品种生育期相对延长
,

因此形成小麦收获晚
、

玉米播种也

晚 ; 玉米晚熟青干
,

播种小麦也晚的
“ 两晚 ” 恶性循环

。

为了抢农时
,

采用小麦割晒机

和玉米硬茬播种机 ( 不翻耕直接播种 )
,

使
“ 两晚

”
变成

“ 两早 ” 。

夏收夏种大大缩短

了工作时间
,

保证把粮食作物种在高产期
。

武功县杨陵公社官村大队
,

这几年农业机械

化发展比较快
,

在基本相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下
,

由于机械化程度提高
,

一九七七 年 以

来
,

小麦机械收割的面积 占80 % 以上
,

粮食作物机播 95 % 以上
。

,

作业时间大大缩短
。

夏

收夏种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天结束
,

一九七七年十五天结束
,

一九七八年十一天结束
,

一

九七九年八天结束
。

、

第三
,

加快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
。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腾出不少劳动力
,

从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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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基本建设
,

加上农田基木建设机械化
,

使农业 厂{几产 的基本条件有了很大 的变化
,

杨

陵公社一九七 四年到一九七七年以来
,

每年约有 1 8 0 。人 ( 占劳力的 13 % ) 专门从事农田

基本建设
。

一九七四年完成12 0万多土方
,

投工 功万多个
; 一九七七年完成 2 37 万多土

方
,

投工 72 万多个
,

四年共完成 56 7万多土方
·

投工 1 8 2万多个
。

全社 6 万多
酬地

,
、

基

本上建成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第四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途径很多
,

归纳起来
,

不外人和物

两方面的因素
。

除了人 的因素外
,

物主要是机械化和电气化
。

用机械装备农业加上农业

先进科学技术
,

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

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 分场二队一个

农业劳动力在一九七 八年能种土地近千亩
,

厂粮豆 21 万多斤
,

就是由于使用了先进 的农

业机械
,

同该队一九七七年每个农工生产粮豆 1
.

3万多斤比较
,

高出 1 4
.

5倍
。

第五
,

农业机械化发展
,

节省劳动力
,

缩短劳动时间
,

归根是节约了劳动时间
,

这

就为农业劳动者学习文化科学技术
,

进而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

总之
,

农业机

械化在减轻劳动强度
、

节省劳
、

畜力
,

适时耕作
,

加快农田基本建设
,

提高产量和劳动

生产率等方而的作用以及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
,

是肯定的
、

无容怀疑 的
。

那种认为农

业机械化的路子走不通
,

农业现代化不能从农业机械化入手
、

越化越穷的观点是不正确

的
。

当然
,

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不正视
、

不积极去解决也是不对的
。

在 2 0

末
,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

首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

而用先进机械和科学技术装备农

业
,

改变旧的传统农业生产
,

把农民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
,

是农业机世纪

械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

( 二 )

如上所述
,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面貌带来很大变化
,

但

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

这些问题不解决
,

就会阻碍或延缓机械化的进 一 步 发

展
。

这些问题主要是
:

一 :

第一
,

有些地区或单位拖拉机拥有量较多
,

而机械化程度并不高
。

如按拖拉机马力

负担耕地面积计算
,

美国一九四 O 年基术实现农业机械化
,

每 I D o亩耕地拥有拖拉机马

力数为 1
.

2 8 ,

一九六 O 年机械化程 度已经很高了
,

每 1 00 亩耕地拥有的拖拉机马力数才

是 3
`

1 4
。

陕西省的武功县
、

杨陵公社和官村大队三个单位一九七七年农田作业耕
、

耙
、

播基本达到机械化
,

而每 10 D亩耕地拥有的拖拉机马力数量大大超过美国一九六 O 年的

数量
,

分别为 4
.

61
、

.8 0 0
、

8
.

5 5
。

一九七七年武功县
、

杨陵公社
、

官村大队每 10 。亩耕

地拥有农业机械总马力分别为 1 0
.

9 6 ,

13
.

4 4 , 2 7
.

1 1
。

全国一九七八年每 1 00 亩耕地拥有

农业机械总马力为 1 0
,

而美国一九四 O 年仅为 6
。

5 9
。

但我国农业机械 化水平和劳动生产

率 却低于美国当时 的水平
。

目前全国机耕 面积只占 16 %
,

机拓面积只 占10 %
,

机收而积

只 占 2 一 3 %
,

机插面积不 到 1 %
。

这就是说
,

农业机械化到一定程度
,

单纯增加动力机

械而配套农具等问题不相应解决
,

就会阻碍机 械 化 程 度 的进一步提高
。

另外
,

这些年

来 、 在发展农业机械化
,

配备拖拉机时
,

不是某个地区或单位根据需要
,

要什么类型的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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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机
,

给什么类型 的拖拉机
,

而是不管是否需要或是否配套
,

有什么类型的拖拉机
,

分

配什么类型的拖拉机
,

这也是造戍某些地区或单位拖拉机拥有量较多的一个原 因
。

第二
,

某些地区或单位农业机械增加
,

主要农 田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

机器代替

劳动力
,

就出现了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

这个问题从一九七五年 以后
, :

在农业机械化

水平比较高 的地区或单位
,

显得突 出起来
。

农业机械化
,

节省劳动力
,

这是发展农业机

械化的任务和 目的之一
,

但是节约出的劳动力如果不很好 的安排
,

就会出现人
、

机抢活

干
、

争工分
,

形成有机不用 的现象
。

节省出的多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很好地利用
,

就会

阻碍或延缓农业机妇戈化的发展速度
。

第三
,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需要大量投资
,

但目前集体经济的资金是有限的
。

据统

计
,

近几年来
,

全国社员人均分配 60 元左右
,

超支户 占总户数的 1 / 3 左右
。

全国平均

一个大队每年积累不到 l 万元 ;
大 部分地区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

相当一部分生产队
,

靠银行贷款维持生产周转金
。

据一些高产现代化试点县调查
,

一亩耕地每年积 累 只 有

五
、

六元
`

,

而全盘机械化每亩投资需要 20 0元左右
。

美国农业全盘机械 化每亩投资 4 00

元
。

因此
,

我国实现农业全盘机械化
,

当前存在着需要大量投资与集体经济资金有限的

矛盾
。

如以武功县为例
,

按 50 万亩耕地 计算
,

每亩投资 2 00 元
,

全盘机械化需要一亿

元
。

一九七八年武功全县农业总收入为 6 0 6 5
.

5万元
,

按 5 %提留公积金
,

是 3 3 2
.

5万元
。

如果以 1 / 3 用来投资农业机械化
,

只有 1 00 多万元
,

一亿元得 10 。年积累
。

如果国家投

资 1 / 3 ,

贷款 l / 3
,

集体积累 l / 3 ,

也得 30 年
。

陕西省一九七八年全省农业社队

可分配总收入 29
.

13 亿元
,

技 5 % 提留公积金
,

不到 1
.

5亿元
,

如以 l / 3 用来投资农业

机械化是 5 0 0 0万元
,

按一个县全盘机诫化一亿元计算
,

两年才 能化一个县
,

全省近 1 00

个县
,

.

得 20 。年才能化完
。

如按三个 l / 3 投资
,

也得 6 。 一 7 0年
。

当然
,

帐不可这样固

定不变的算
,

但集体经济资金有限确实是事实
。

r

第四
,

作物布局
、

耕作制度与农业机械化不相适应的问题
,

即农机
、

农艺结合问题
:

没有解决好
。

由于没有相对稳定的耕作制度
,

所以农机具的改革适应不 了农艺多变的要

求
。

加之农机
、

农具不配套
,

致使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

拖拉机利用率低和工作量下降趋

势
,

直接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

第五
,

农业机械化后
,

机器不仅代替人 力
,

也代替畜力
,

节省出大量的役畜
。

同劳

功力的出路问题一样
,

言力也有个出路问题
,

即役畜的发展方向问题
。

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
,

就会形成
“
机畜并存

,

两套成本
” 或 “ 两台锣鼓唱一台戏

”
的问题

。

农业机械化发

展加重了集体经济 的负担
。

吉林省榆树县对机畜并存
,

两套成本算了个帐
:

一九七八年

全县役 畜费甩 3 2 0 。万元
,

农机费用 2 4 0 0万元
,

两项合计 5 6 0 0万元
,

占全年农业生产费用
·

8 0 0 0万元的70 片
。

说明农业实现机械化节省的役畜问题急待解决
。

第六
,

传统的农业生产
,

即作物种植上的小而全
、

大 而全的问题
。

某些地区或单位:

作物种植多样化
,

目前农业机械又不能适应这种多样化的作业
,

也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速度和水平
。

除此
,

还有社会化
、

专业化以及各方面协调配合问题都影响农业机械化
-

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 `

上述问题的存在
,

有农机事业木身问题
,

也有社会因素问题 ; 有主观上的原因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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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观上的原因
。

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
,

不外乎
:

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

如农业机械

化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二是农业机械化过程中的问题

,

如投

资
,

农机
、

农 艺互相适应以及农机具互相配套等问题
; 三是机械化后 的问题

,

如 劳 动

力
、

畜力的出路问题
,

以及机械作业成本太高的问题等
。

从这些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
,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不仅仅是农机部门的事情
,

也不仅仅是投放多少拖拉机的问题
,

而

是涉及到工业
、

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队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
,

要解决好
,

就

要各行各业
,

采取综合措施把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搞上去
。

( 三 )

总结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近三十年 的历史经验
,

根据我国 自然
、

经济
、

社会等方面

特点
,

吸取外国有用经验
,

走中国式农业机械化道路
,

是当前发展农业机械 化事业急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
。

我国幅员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

地域性强
,

平原
、

川地
、

丘陵
、

山区的气候土壤不同
,

作物种植
、

耕作制度也不 同
; 土地面积大

,

耕地面积小
,

加上人

多
、

劳动力多
;
集体经济虽有所发展

,

但积累不多
,

家底薄收入低
。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

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

不能生搬外国先进经验
;
不能用一个模式单纯追求提高劳 动 生 产

率
,

孤立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 不能超越集体经济现有发展水平

,

搞全盘机械化或高标准

全盘机械化
。

应该根据某个地区或单位实际需要和各种可能条件
,

在项目 上
,

在 环 节

上
,

在过程上
,

要有重点
,

有选择性
,

一

也就是说
,

先化什么
,

后化什么
,

以 及化在那里

的问题 要 解 决 好
。

从国外所有现 代化发达的国家发展农业机械化走过的 路 程 看
,

都

不是一开始就全面机械化
。

都是一项一项地化
,

有选 择的化
,

从单项到多项
,

再到全盘

机械化
。

我国最初也是从农付产品加工机械化
,

到后来的排灌
、

耕
、

耙
、

播等作业
,

都

是走选 择性到全盘机械化的道路
。

这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
。

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化在那里
,

根据国民经济调正
、

改革
、

整顿
、

提高的需

要
,

主要应化在商品丰菌基地
,

商品畜牧业基地
,

包括草场机械化
,

、

以及大规模林场机械

化和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化等
。

尽量做到在某种作物或某一作业过程或环节上
,

全过程机

械化或系列化
。

如平原地区小麦可以做到全过程机械化
。

尽量避免在一道工序上搞机械

化
,

否则这一道工序机械化了
,

上一道或下一道工序没有机械 化
,

仍需人
、

畜力劳动
,

结果还是节省不 出人
、

畜力
。

另外在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上 目前机械化发展较慢
,

而这

些方面有些操作迫切需要机器操作代替人力
。

在丘陵山区药材机械加工
、

核桃 剥 壳 机

械
,

水稻地区稻草打绳
、

草袋等加工机械
、

饲草加工机械等都需要加以解决
。

一般地区

则要向农林牧付渔五业发展机械化
,

不 能单纯只化在种植业的耕
、

耙
、

播… … 等 作 业

上
,

而且还要向精耕细作
、

季节性劳动比较紧张的作业上考虑机械化问题
。

而要做到根据自然经济
、

社会等条件
,

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

就必须调整农

机工业系统
,

整顿农机产品在设计制造上的混乱状况
,

改革农机之间
,

农机
、

农具之间

不配套的局面
,

提高农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

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

农业机械化才

能化在迫切需要的机械化项 目
、

机型和配套农具上
,

即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 自然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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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械化
,

必然是投资效果好
,

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带来增产增收
,

群众欢

迎
。

-

总结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的路程
,

解决存在的问题
,

, 一

有无规律可循 ? 我们应该尽量

寻找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自然因素
、

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机本身的因素
,

探

讨其规律性
,

为走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

提供理论上或经济上的科学依据
。

我们认

为这些因素或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在正常情况下
,

农机具增加
,

产量上升
,

从事于农田作业的劳动力下降
,

这

在国内外可以说是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

以武功县为例
:

如以一九七 O 年粮食总

产量为 1 0 0 ,

则一九七八年指数为 1 4 1
,

每年平均递增 5 %
。

当然
,

增产的原因是多方

面 的
,

但农业机械化增产不失为主要原 因之一
。

从武功县的例子还 可以看出
,

农业机械

化数量增加多
,

速度快
,

粮食总产量增加的速度也快
,

从事农田作业的劳动力 下 降 也
卜

快
。

如以一九七 O 年拖拉机数量
、

粮食总产量
、

农 田作业劳动力指数为 1 0 0 ,

则一九七

五年拖拉机 ( 以 马力计 ) 为 3 67
.

9 ,

粮食总产量为 1 23
.

8 ,

农田作业劳动力为 69
.

8 , 一九

七七年相应指数为 6 5 9
.

0 , 1 3 2
.

7 , 6 9
.

4
。

按照这个规律办事
,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

要与节省出多余的劳动力利用

程度相适应
。

不相适应
,

就会出现人
、

机抢活干
,

争工分
,

或有机不用
,

阻碍或延缓农

业机械化 的发展
。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速度与节省出多余劳动力利用程度相适应
,

关键在

于用机器划得来还是用人
、

畜力划得来
。

机械作业费用低
,

节省出来的劳
、

畜力才有意

义
。

否则 从事于农田作业的劳动力很 难减下来
。

不考虑增产和费用
,

只考虑劳力出路
,

不能解决问题
。

从吉林省榆树县 弓棚公社长发大队和陕西省武功县杨陵公社官村大队两个单位的材

料可以看出
,

在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

有可能把 l / 3 劳动力用在从事于农田作业

上
, 2 / 3 的劳动力用在从事于社队企业

,

多种经营
,

农田基本建设
,

以及国民经济其

它行业等
。

长发大队农业机械化后
,

在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上
,

搞了一种
,

二养
,

三加工和社队企业
,

把 80 2人 ( 占全大队总劳动力的 2 / 3 )
,

安排到这些部门
。

即大

队企业 15 0人
,

饲养大牲畜 80 人
,

积肥等专业队 17 0人
,

经济作物
、

蔬菜等 70 人
,

造林
、

种药材 4 3人
,

生活基建 1 00 人
,

文教卫生 40 人
,

大队农科队 4 人
,

农业技术队 20 人
,

到公

社企业 1 25 人
。

官村大队
,

一九七八年三夏小麦机收
、

人工拉运
、

脱粒每天只需要劳动

力 n Z人
,

占农业总劳力 的 28 %
,

加上其它秋播
、

秋田管理基本机械化
,

从事于农田作

业的劳动力也在 l / 3 左右
。

第二
,

拖拉机增加
,

役畜下降
,

这在国内外也是普遍规律
。

在考虑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规模
、

速度和水平时
,

就要考虑节省下来的役畜的出路问题
,

即役畜的发展 方 向 问

题
。

根据我们在陕西关中扶风
、

武功等县调查情况看
,

农业机械化后
,

随着农业机械的

增加
,

役畜逐年下降
。

如以武功县为例
,

役畜头数一九七 O 年为 1 0 0 ,

则一九七七年指

数为 88
,

即七年内下降 12 %
。

这些地区 的役畜
,

特别是役牛
,

一年出勤不到两个月
,

基

本上闲着
,

而牛在役畜中的比重又约 占60 %左右
。

这就提出了在关中平原地区
。

以及类
_

似这类地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

役畜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及把现有役畜如何利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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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在调查中一些社队群众反映
,

役畜用处不大
,

特别是役牛用处不大
。

但为什么还要

养牛? 除了有少量农活外
,

主要是为了积肥
。

这就提出了役牛的饲养方 向问题
。

如果单

纯为了积肥
,

那就很不合算
,

就很有必要把役牛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改为饲养 肉牛和 奶用

牛或役肉兼用牛
,

积肥更多
,

收入也大
。

当然
,

役牛改变方向
,

涉及 的问题很多
:
有政

策问题
,

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役牛工作量问题
,

饲养条件 与饲料问题
,

以及付食品供

应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慎重研究
。

至 少是先作典型试验
,

然后 总结经验
,

得出要否改变方

向以及如何改变方向的方案来
。

不然机畜并存
,

长期下去
,

集体经济负担
、

社员个人收

入都会受到影响
,

农业机械化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

吉林省榆树县为了解决机畜并存
、

两

套成本问题
,

他们提出了把饲养马改为饲养牛
,

即所谓
“ 以机代马 ( 拖拉机或农用汽车

代替马骡运输 )
,

以牛代马
,

牛吃草 (料 )
,

人吃牛 ( 即牛吃草料
,

人吃牛肉
、

牛奶 ),,
。

把全县 目前饲养的马淘汰
,

一年可以节省一亿斤粮食用来养牛
、

养鸡
。

这既解决了两套

成本问题
,

也为改变我国人民的食品结构提供了可作借鉴的经验
。

从美国的情况看
,

一九四 O 年即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

随着农用拖拉机的增加
,

役畜逐年减少
,

有的年份减少的幅度是很大的
。

据统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
,

美国

农场农用拖拉机增加 3 3
.

8万台
,

成年马
、

骡减少一万头
,

即在五年 内
,

增加一 台拖拉机

役畜减少 0
.

03 头
。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农用拖拉机增加 3 3
.

1万台
,

役畜减少2 61 万

头
,

即在五年内
,

增加一台拖拉机
,

役畜减少 7
.

9头
。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
,

增

加一台拖拉机
,

役畜减少12 头
。

又据美国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六年 间农用马
、

骡头数与食肉用家畜
、

畜产品的生产量

统计来看
,

如一九二 O 至一九二四年为 1 0 0 ,

则一九四六年相应指数分别为 3 5
、

1 5 0
。

说

明农用马
、

骡头数的减少和肉用家畜及畜产品的增加数字是很大 的
。

( 以
.

上材料均摘译

自日文 《 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一书 ) 所 以
,

从国 内外来看
,

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

役畜下降
,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在考虑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规模
、

速度和水平时
,

就要根

据机械化后代替役畜及所代替 的程度和把役畜改变方向及改变的程度问题解决好
。

否则

机畜并存
,

两套成本
,

就会阻碍或延缓农业机械 化的发展
。

第三
,

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
,

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
,

是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必由之路
,

也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经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符合我国农村实际
,

走中国

式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

实践证明
,

社队企业搞好了
,

就能积累资金和培养技术

力量
,

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要腾出大量劳动力
。

社队进行

精耕细作
,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

以及搞农 田基本建设能容纳节约出一部 分 劳 动

力
,

但不能完全容纳
。

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

搞多种经营
,

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
,

才能为

这些劳动力找到必要的生产门路
。

武功县杨陵公社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比较快
,

水平比较高
,

就是 由于大力发展了社

队企业
。

该让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先后办起社办企业近二十个
,

社队企业 13 5个
,

社队企

业职工人数 占全社总劳力的 1 9梦百
,

一九七八年企业总产值达 45 2万元 ( 其中社办 2 02 万

元 )
,

占全社三级农工付业总收入的3维%
二

社队企业不仅可以修造农业机具
,

减少了对

外依赖
,

而且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资金
。

社队企业从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底为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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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 金 6 00多万元
,

仅一九七五年 一年社队企业就拿出 2 5
.

5万元
,

购买 手扶拖拉机

50 台
,

小麦收割机 50 台
,

支援了农业机械化
。

一 九七八年底全社拥有大中小拖拉机 16 9

台
,

其中大中型 77 台
,

手扶 92 台
,

合计 5 3 6 8马力
,

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 1 1
.

6亩
,

配套农

具 65 8台件
,

农用汽车四辆
。

机耕面积达到 90 %
,

小麦机收而积达 45 %
,

机播而积 80 纬

左右
。

耕作
、

排灌
、

运输
、

植保
、

衣 讨产品加工
、

农 田基本建设等十三项基本上实现了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

官村大队社办企业和多种经营收入一九七八年为 8
.

3万
,

占农付业总收入 l为 25 %
,

队办企业和多种经营用劳占全队总劳力的35 %
。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九年六
.

月底集体财

产 65 万元
,

一

其中投资于农业机械化财产 2 4
.

5 万元
。

一九七八年底全大队拥有拖拉机 9

台
,

其中大中型 4 台
,

手扶 5 台
,

合计 2 6 3马力
,

每马力负担耕地 n 亩
,

配套农具 4 5

台件
。

耕作
、

植保
、

运输
、

灌溉
、

脱粒
、

农付产品加工
,

农 田基本建设等十五项作业基

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

耕地
、

耙地
、

播种三项作业四年来百分之百机械化
,

小麦机

收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机械化水平超过 8 0 %
。

从上述两个单位的材料可以看出
,

由于发展 了社队企业
,

促进了农业机械化
;
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
,

反过来腾出劳动力
,

又进一步促进社队企业的发展
。

由于我国工农业劳动力都多的实际情况
,

今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腾出的大批

农业劳动力
,

主要还将留在农村
,
而不是进入城市

。

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出路
,

就是要向

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

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

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
。

发展社队企业
,

特
’

别是加工工业
,

发展多种经营
,

既是促进农业机械化
、

现代化的需要
,

也是农 业 机 械

化
、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

这对于改变农村面貌
,

改变城市面貌
,

缩小城乡差别
、

工

农差别
,

改进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
,

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农

业的发展
,

都有重要意义
。

第四
,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农机具本身发展规律看
,

有动力机 的配套问题
,

如大中

小的比例
,

轮式
、

链轨式的比例
; 有动力机与农具的配套问题以及农具之间的 配 套 向

题
,
还有拖拉机与农用汽车的配套问题等

。

我国 目前拖拉机与农具的比例全国平均约为

飞 } 2 点多
,

国外一般在 l : 10 左右
,

有的更多
。

农用汽车和拖拉机的比例
,

美国是

1 : 1 .5
,

日本是 1 : 3 ,

加拿大 1
.

5 : 1 ,

苏联 1
.

7 : l ,

西德 l : 1我国是 1 : 8

( 包括国营农场在内 )
。

农机具能否配套
,

关系到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和真正能否节约出

劳动力和役畜问题
。

从我们调查的材料看
,

拖拉机与农具比例的大小不同
,

能够从事机械作业项 目多 少

不同
,

机械化程度也不同
。

以陕西省的武功县和该县的杨陵公社及其官村大队三个单位

拖拉机与农具比例
,

说明了这个问题 ( 见 76 页表 )
。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拖拉机与拖带农具比例越大
,

机械化程度越高
,

作业项 目越多
。

还可以看出
,

耕
、

耙
、

播作业百分之百机械化
, 1 : 5 的比例就可 以满足

。

要进一步进

行中耕
、

培土
、

植保等作业
,

就要增加农具数量
,

提高拖拉机与农具的比例
。

据调查新

疆石河子与和田两地区
,

每万亩耕地农机配备量分别为 3
.

9和 3
.

4混合台
,

相差不大
。

但

施拉机与农具的比例
:
前者为 1 : 2

.

9
,

`

后者为 1 : 0
.

8
,

因而机械化 ( 耕
、

.

耙
、

播 ) 程



7 6

单
一

位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79 年第 4 期
`

几
、 二

洲
,

:、 拍 ,

「
、 。 , 、 。

川 。 , 。 。 /

一
_

、 、
n、

1小麦机{
夕 \ 日刁 兰巳 {

z J 、 二甘 } 们 L不门
.

/ 。 」 ,)J L个匕 / 。 一/J) L j甘 / o一
, l右

n / {
) { {

`

{ 月犬 / O {

{{{ “ 拉机与农具 L匕例例

大大 中型

…
刁
·
型型

机械作

业项目

1 : 3一
「

1 : 2 一

…
8 0

’

…
6 4

}
8 。

…
3 1

…
1。

` : 3
·

8
,

` : 2
·

2 ’ 9 0

{
g 。

}
9 0

】
` 5

{
` 3

` : 5
·

5 一 ` : `
·

5

”
。O

}
`。 。

}
` O。

}
8 0

}
` 5

一田亩亩n曰é八bCU7
J

I土.1司1JlJl武 功 县

杨陵公社

官村大队

度前者为 81 %
,

后者仅为 1 3
.

科百
。

为更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

目前除了给一些缺少拖拉机的地区继续投放外
,

在一般平原以种植粮棉为主的地区或单位
,

拖拉机每马力负担耕地面积在 20 亩以下的

不宜再投放拖拉机
,

重点应投放在配套农具上
,

提高机械作业项 目与机械化水平
。

为了

减少拖拉机非农田作业项 月
,

就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农用汽车
。

农业机械化的成效
,

主要是减轻劳动强度
,

节约劳动时间
,

提高生产效率为标志
,

但不能孤立地只追求某一件机具的效率
,

而必须从一个作业过程为 目标
,

尽可能做到成

套上马
,

作到系列化
。

要注意单机和配套机具的关系
。

国外先进国家农业机械化朝复式

作业或联合作业方向发展
,

其道理就在这里
。

农机设计制造一定要有统一 的型号
,

向通用化发展
。

如果一项作业
,

一个样机
,

越

来机器越多
,

不仅利用率低
,

而且买不起
。

如果一机不能多用
,

投资大
,

绝大 部分时间

在仓库里放着
,

加重集体经济的负担
。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就其本身发展规律来看
,

相互配套
、

通用化
、

系列化以及 目前

条件下的人
、

畜
、

机结合
,

是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的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
,

违反了这个

规律
,

就会受到惩罚
。

第五
,

农机
、

农艺相互适应的规律性问题
。

在一般情况下
,

或者在农业机械化的初

期 云 总是农机服从于农艺
,

适应农艺
。

从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的路程来看
,

即是如此
、

随着作物布局
,

耕作制度的改变
,

农机部门总是千方百计适应和服从农艺上的要求
。

这

方面
,

近几年来
,

农机部门吃了不少苦头
,

有不少教训
。

耕作制度复杂多变
,

以致农机

的改革赶不上农艺变化的要求
,

所以农机具
,

特别是农具破坏特别严重
。

陕西省有个别

县间作套种尺带年年变
,

平作垅作年年变
,

以致把农具变得没有一件完整的
,

教训十分

深刻
。

、

农机服从农艺
,

适应农艺
,

这个过程不能太长
,

总得有相对稳定的农艺要求
「

,

包括

作物布局和耕作制度
。

同时必须考虑到既有互相适应 的一面
,

服从的一面
,

又有发展到

一定阶段
、

互相转化的一面
。

如在国外或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

所有农业技

术措施的实现一点也离不开机械化时
,

农艺就要适应农机
,

服从于农机
。

如在我国友谊

农 ,氮不分场二队
,

全盘机械化后
,

玉米结穗部位不整齐
,

大豆结莱部位低
,

影响联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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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从育种上解决玉米结穗部位不一致和大豆结荚部位升高的问题
,

以适应

农业机械化的要求
。

当然
,

我国 目前就大多数地 区来说
,

处在农业机械化初期阶段或机

械化程度较低的阶段
,

农业机械要适应和服从于相对稳定的作物布局和耕作制度的农艺

要求
。

以上就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巾一些规律性问题的初步探讨
。

这些 问题既 有自然规律

和社会发展规律
,

又有经济规律和农机本身发展的规律
,

但主要的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

经济规律
。

集体经 济家底薄
、

积累少
、

资金有限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规模
、

速度和水平
。

农业机器作为物化劳动
,

在使用过程中
,

由于磨损而丧失的价值

要逐渐转移到它所生产 的产品中去
。

如果农业机器节省的劳动量等于转移到有关农产品

中去 的机器的价值量
。

单位农产品耗费的劳动量不变
,

劳动生产率也不变
,

这只是表面

上节省了劳动
,

实际只不过是劳动之间的简单变换
。

如果节省的劳动量小于转移到产品

中去的机器的价值量
,

那么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反而增加
,

劳动生产率下降
,

使用这

种机器是不合算的
。

只有机器节省的劳动量大于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机器的价值量
,

单位

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减少
,

劳动生产率增加时
,

使用这种机器才是合算的
。

我国 目前不少

农机产品质次价高
,

因而使用农业机器变成劳动之间的简单变换
,

或者造成单位产品劳

动耗费增加
。

所有这些
,

加上集体农业经济比较薄弱
,

形成 目前一些地区或单位出现的

有机不用
,

或从事于非农业运输多
,

从事农田作业少
,

甚至于人
、

机争工分的现象
。

要克服这种现象
,

一要改变农机产品质次价高的局面
,

二是要壮大集体经济
,

能够

买得起
,

养得起农业机器
,

三是要讲求农业机械化技术经济效果
。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

就要用先进的农业机器装备农业
,

而农业机器的制造
、

运用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

物力

和财力
。

这种消耗的大小
、

高低
,

只有进行技术经济评价
,

才能选择最优的农业机械化

技术方案
。

任何农业机械化政策
、

方案和措施
,

不经过经济评价
,

是没有生命力的
。

农业机械化技术经济的研究
,

是农机
、

农艺部门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不

仅设计制造部门要研究技术经济效果问题
,

运用部门也必须研究技术经济效果问题
。

否

则就会出现盲 目性
,

不仅 浪费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而且还会阻碍机械化的发展
。

我国 目

前一些地区或单位出现的
:

一方面缺少农业机器
,

一方 面有些机器库存积压很多
,

质次

价高
,

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

就是没有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所造成的
。

所 以农业机器的研

究
、

试验
、

制造
、

推广到使用
,

都必须注意技术经济效果
、

技术经济评价问题
。

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
,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

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

选

择出适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最佳方案
。

我们相信
,

只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
、

自然规律

和农机具本身的发展规律办事
,

定会总结出走中国式农业机械化的道路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