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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租借服务模式的比较优势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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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国内农机服务模式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农机租借服务模式。

与农户自购农机模式和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相比较，农机租借服务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推广农机租借服务模

式具有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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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 advantages and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s renting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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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ngineering,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gricultural machines renting service model (AMRSM)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farmer and agriculture. Compared with 
agricultural machines spanning section working service model (AMSSWSM)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s buying model 
(AMBM), the AMRSM has more advantages and its popularization is multi-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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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是支撑和引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导力

量，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效益高低已成为衡量各国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1-4]随着我国综合国

力的增强，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这

为农业机械化加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从 2004

年至 2010 年，中央财政的农机具补贴资金迅速增

加，由 0.7 亿元增加 145 亿元。2009 年全国农机

总动力达到 8.75 亿千瓦；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

到 501.9 万台，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达到 84.7 万台，

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48.8%。[1]2010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

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15 年，农

机总动力达到 10 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 55%以上；到 2020 年，农机总动

力稳定在 12 亿千瓦左右，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 65%。其中，小麦耕种收机械化

水平达到 90%以上，水稻种植、收获环节机械化

水平分别达到 60%和 85%，玉米机收水平达到

50%左右，油菜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 15%和

20%以上。”明确要求创新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形

式，推进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和社会化服务。[5]我国

农业机械化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因此，

如何创新我国的农机化服务模式和组织来加快我

国农机化水平的提高，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一、我国现有农机服务模式的特点和不足 

目前我国的农机服务模式主要分为农户自购

农机模式和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 

1. 农户自购农机模式 

农户自购农机模式如图 1 所示，农户通常从农

业机械销售处买回所需农机，拥有所有权、管理权

和使用权，这是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农机服务模式。[6]

在该种模式下，农户购买农机的积极性受到家庭收

收稿日期：2011-01-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10B047) 

作者简介：李  明(1975—)，男，湖南岳阳人，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机械自动化、生物质机械研究。 



 
                  
1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6 月 

入、自身教育水平、农机信息等因素的制约，[7]农

户购买农机的主要目的为自家使用，其次才是开展

一些零星的作业服务或出租农机，机器闲置率高，

利用效率比较低，维护和操作都不专业。 

 

 

 

 

 

 

 

 

 

 
 

图 1  农户自购农机模式 
 

2.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 

随着我国农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农机服务

从农户分散购置作业逐渐发展成规模的农机跨区

作业模式[8,9]，现已经被农户和政府接受。农机跨区

作业，即利用不同地区小麦、水稻等农作物成熟的

时间差，组织联合收割机开展跨区域流动收割作业

服务。目前跨区作业的组织模式可分为 5 种，即政

府组织型、合作社组织型、农机作业公司组织型、

农机大户组织型及农机散户组织型。其系统组成和

作业流程如图 2 所示，农机跨区作业服务中心从农

业机械厂直接购买农机并拥有所有权、管理权和使

用权；农户向农机跨区作业服务中心提出需求，并

支付机器使用费和人工工资。农户一般通过电话了

解相关服务内容及费用等。 

 

 

 

 

 

 

 

 

 

 

图 2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 
 

现有的农机服务组织开展农机跨区作业，发展

势头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是一种较适合目前

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农机服务模式。但农机跨区作业

主要是服务于大作物部分收割和插秧播种等作业，

也主要在作业田集中区作业，相对更多的其他作物

和偏远农村地区，并不能借助农机跨区作业来实现

农业机械化；且农机跨区作业面临着规模不均和效

率下降，显性成本突出及隐性成本凸现产生的成本

与效益相抵问题。[8] 

根据我国农机发展具体情况，要有效推动我国

农业机械化发展，亟需创建新的农机服务模式。 

二、农机租借服务模式的比较优势分析 

针对现有的农户自购农机模式和农机跨区作

业服务模式的不足，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农机服务模

式——农机租借服务模式。 

农机租借服务模式其系统组成及作业过程如

图 3 所示： 

 

 

 

 

 

 

 

 

 

 

图 3  农机租借服务模式 

租借服务中心从农业机械厂直接购买农机或收

购部分二手农机，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负责机器

维护和接送；农户从租借服务中心短期租借所需的

机型，并支付租金，拥有使用权，完成作业并进行

清理后，将机械归还租借服务中心，租借服务中心

在检测机器没有出现零部件受损的情况下，收取一

次性租金并完成交接手续；租借服务中心的专业人

员使用专业的设备、工具对机器进行检查和维护，

然后将其放入专用存放库等待下次租借。租借服务

中心一般建有用户信息网络，有延伸到各地的供应

体系，具有完备的农户与服务中心的租借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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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可通过网络或者电话了解相关服务内容及完成

租借合约等，预定所需的任意机型，实现随时选机

和随时送机，操作非常安全、迅速、方便和经济。 

笔者将农机租借服务模式与现有两种主要农

机服务模式从服务内容、使用期限、所有权、保管

权、所需的经济条件、费用处理、农业机型选择及

维护八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中可以得出，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操作流程

比较简单，能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但选择机型

和时间受限制。农户自购农机模式原始简单，初期

投资多，维护费用高，经济条件要求特别高，相对

国内大部分农户而言难以实现，而且农业机器的利

用率低，经营性差。租借服务模式是一种创新模式，

对农户经济条件要求极低；农户可随时随地随意选

择机型，只需支付较低的机器使用费，不需维护机

器；农户可通过网络、电话详细了解租借协议，预

定所需的机器，信息化程度高；农户可通过网络免

费接受专业机器操作培训或者接受租借服务中心

送机时现场指导。这些非常有利于我国农业机械化

全面发展。 

表 1  三种农机服务模式对比 

 租借服务模式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 农户自购农机模式 

服务内容 农户根据所需选择机器预定，租借服务 

中心承担机器维护和接送，免费培训 

指导机器操作，农户使用期间付费 

农户根据跨区作业机型选择机器，支付使用费用 

和工资，跨区作业服务组织负责维护和跨区运输 

农户根据所需选择机器，补

贴(贷款)购机 

期限 短期 短期 长期 

所有权 租借服务中心 跨区作业服务中心 农户 

使用权 农户 跨区作业服务中心 农户 

保管权 租借服务中心 跨区作业服务中心 农户 

经济条件 租金仅包括机器使用费，三者中经济 

条件要求最低 

包括机器使用费和人工作业工资，经济条件要 

求次之 

初期投资较多，维护费用 

较高，经济条件要求最高 

费用处理 租金 使用费用和工资 农机补贴 

农业机械选择 任何时候能选择所需机械 按跨区作业机型选择机器，所需机械类型和使用时

间受限制 

所买机械使用不受限制 

机器维护 租借服务中心 跨区作业服务中心 农户 
 

三、推广农机租借服务模式的多重意义 

农机租借服务模式是根据我国的农业机械化

发展的具体情况，综合农村信息化和农业机械化

而提出的一种农机服务组织，相较于农户自购农

机模式和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它便于农户随

时随地随意选择机型，经济条件要求极低，只需

支付较低的机器使用费用等，具有多重推广价值。 

1. 减少库存，提高农机利用率 

近年来，农机工业发展迅速，专业化机型大大

增加，提高了我国农机的作业水平和作业效率，但

由于农机作业时间受限和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

不大，造成我国农机的利用率极低。根据笔者在湖

南地区的初步调查发现，现有农机利用率一般在

20%以下，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也造成了农户购买

农机愿望非常低。[1]近几年来，国家补贴力度加大，

农机购买市场旺盛，但并没有改变农机利用率极低

的问题。农户自购农机模式的农机利用率最低，虽

然目前政府鼓励联户购买或企业不断发展机器的

多功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但这

又会出现一现新问题，比如联户购买中的产权问

题，机器功能增加后容易出现适用性、成本、维护

和使用问题。农机租借服务模式和农机跨区作业服

务模式都能提高农机利用率，且农户只需设置简单

的临时存放处，不需要专门的农机存放库。相比之

下，租借服务模式更有优势。租借服务模式下的农

机可供同一地区或者不同地区、不同作业季节的多

农户使用，利用率大大提高；而且丰富的机型选择，

可以提高农户使用农机的频率，促进农机利用率的

提高和农机产品的多样化发展。 

2. 减少农机补贴费用，增加农民的培训费用 

目前，我国农机化水平不太高，与农民操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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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技能水平较低有一定的关系。农户不会操作机

具容易出现安全问题，不能处理简单的故障则会增

加许多麻烦，这些必然造成其购买农机和使用农机

的欲望降低。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9]但是，它却不大适应

山区、温室等作业区和非重要农作物的小规模作

业。因此，如果普通农民不会使用和操作农机，仅

依靠目前的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难以实现我国

农机化发展目标和未来现代农业的全面农业机械

化发展。改变农机服务模式不但能提高农机的利用

率，同时可以减少农机的总数量，减少国家农机补

贴的支出，这些减少的支出可用于农民操作技能和

文化素质的培养，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3. 降低新型农机的投资风险，丰富机型和产品

类型 

我国目前现有的农业机械种类和机型还不能

满足市场要求。[2,4]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和农村和农业

建设的需要，多功能型、高效型、新栽培型、能源

节约型、可再生能源型、环境保护型的生物环境机

械会不断创新出现。新型农机开发，需要大量开发

费用的投入，而且必须经过实用性试验后，产品才

能投放市场，投资风险大。一般而言，农机跨区作

业服务模式下的经营者为了经济收益只直接购买

成熟产品投放市场，难以担当新型农机的实用性试

验任务；而农机租借服务中心却愿意引进少量新机

型来丰富原有机型，吸引更多的农户，他们与农机

研究单位合作能较好地完成新型农机的实用性试

验，减少投资风险。同时，根据目前农村经济发展

现状，农户自购农机模式和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模式

都不可能使用丰富的机型，而农机租借服务模式具

有农机市场大、市场信息调配功能强、利用率高、

产品投资回收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考虑加大投资

购入不同产品和机型，增加消费者，达到农机利用

率和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更有效保证农机租借服

务模式的良性发展。 

4. 故障维修方便 

农机租借服务中心负责对机器进行维护和保

养，使用农户只要不违反操作规程和故意损坏机

器，即使作业中途出现故障可短时间内更换机器继

续作业，使用完后进行简单的清理验收后，交由农

机租借服务中心护理。农机租借服务中心由专业队

伍来完成机器的维护，减少检修、维护费用和提高

机器的使用寿命。农机跨区作业队伍专业性比自购

农机的农户强，但其专业水平比不上农机租借服务

中心的专业队伍；并且出现故障后，影响作业明显。 

综上所述，如能将农机租借服务模式转化为市

场操作，建立相应的农机租借服务组织，必将促进

和加快我国农机化的发展。农机租借服务模式必将

成为未来我国农机化实现发展目标和全面实现农

业机械化的重要农机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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