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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2013 年粮食总产量已超过 6 亿吨。在现代化的农业

生产中，机械化已必不可少（最近召开的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了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1-3]农业机械的产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

件，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并且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然

而，近年来石油资源短缺、油价上涨和大气污染日益严重，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

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农机行业作为使用和消耗能源的一个重要行业，加强对

机械的使用和管理，努力降低农业机械的能源消耗显得尤为重要。 

广义上的农业机械，其范围较大，种类较多，包括农、林、牧、副、渔业生

产过程中所用的各种机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工业不断发展壮

大，已形成基本完整的体系，成为世界上农业机械生产的大国。目前我国的农业

机械大致可以分为 14大类、95小类、3000多个品种，其中保有量较大的有大中

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种植业机械、运输机械以及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提供

的资料，我国农业机械中的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 1990-2010年保有量变化

趋势如图 1.1、1.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机械的保有量已经至少有几千

万台。 

 

图 1.1  1990-2010年我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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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990-2010年我国小型拖拉机保有量的变化情况  

然而，快速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农业机械使用

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以及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并导致酸雨、灰霾和

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空气污染问题，而氮氧化物则是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

划纲要中实施总量控制的重要指标。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机械所属的非道路

移动源（还包括工程机械、工业机械、船舶、火车及飞机等）所产生的污染物总

量与道路车辆相比不容忽视。[4-6] 

由于我国农业机械的数量大、种类多、工作状况复杂，目前对于我国农业机

械的能源消耗、工况水平等状况还很不清楚，缺乏细致的实测数据，这对于准确

估算我国农业机械的油耗与污染物排放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本项目拟选择几个

典型区域对农业机械的能耗与活动状况进行调研、测试以积累相关数据，为进一

步的评估分析和政策建议打下基础。 

本研究选取的四个省份为安徽、河南、江苏、天津，其中河南省作为我国的

农业大省，其农业机械保有量和总动力情况处于领先地位。安徽省同为农业大省，

且在地域上为南方特色（其它的农业大省山东、河北与河南同属北方）。江苏省

的农业机械保有量和总动力虽然相对较低，但江苏属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其海

岸线达到 954公里[7]，渔业比较发达，其渔业机械保有量比其他省份要大。天津

市作为我国的一个直辖市，其农业方面的情况更具城郊特色，相应的农业机械排

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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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调查四个省份和全国的八大类农业机械保有量及总动力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 1.1：  四省份和全国的八大类农业机械保有量情况（单位：万台）  

 天津 河南 安徽 江苏 全国 

种植业机械 30.31 1199.75 938.14 379.27 9815.38 

拖拉机及配

套机械 
10.26 1116.73 806.11 317.75 5783.37 

运输机械 13.86 344.43 186.24 41.45 2254.86 

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 
3.13 155.65 92.45 48.35 2595.45 

畜牧养殖业

机械 
0.59 21.88 6.91 9.39 607.81 

渔业机械 4.84 2.54 5.05 27.54 247.56 

农田基本建

设机械 
0.38 1.57 1.2 6.76 39.64 

林果业机械 0.01 0.17 1.96 0.49 17.36 

总保有量 63.38 2842.72 2038.06 831 21361.43 

 

表 1.2：四省份和全国总动力对比（单位：万千瓦）  

省份 天津 河南 安徽 江苏 全国 

种植业+运输
机械 

476.23 4775.94 2658.99 2015 52389.13 

拖拉机 86.51 4767.05 2358.7 1496.38 28445.38 

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 
9.17 582.75 331.67 235 8463.48 

畜牧养殖业

机械 
4.87 60.01 33.85 59.34 1815.35 

渔业机械 10.52 9 22.92 128 1582.92 

林果业机械 0.49 1.14 4.65 3.62 84.22 

总动力 587.79 10195.89 5409.78 3937.34 927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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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四省份与其他省份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比  

图 1.3给出了所调查四省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全国的占比情况，从图中可

以看出，四省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约占全国总动力的四分之一，且兼顾南北特色；

此项研究为下一步全面估算我国农业机械的油耗与污染物排放带来了帮助，也可

以为相应的政策管理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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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徽省农业机械使用现状调查

研究 1 引言  

安徽省位于华东腹地，总面积 13.95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有 418.43万公顷，

与江苏、山东、江西等六省接壤，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8]。2012年 11月，

十八大报告指出：构建美丽中国，创造现代农业的中国[9]。农业机械化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是实现农业增效、增产和农民增收目标的根本保证

[10]。随着农业装备水平快速提高，农业机械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农业机械的保

有量将逐步增加，而农业机械的能耗必将不断增长，使得农业机械节能减排的问

题也日益严重。维修时产生的废油、使用过程中的油料泄漏和废气排放等过程对

环境造成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张强等[11]在估算 2001年人为源颗粒物排放清单时，

得出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的 PM2.5排放量分别为 5.60×104t 和 3.30×104t，占非道

路移动源总排放量的 34.8%、20.5%；张礼俊等[12]在对珠江三角洲非道路移动源

排放清单的研究中，得出 2006年农业机械和农用运输车 SO2、NOX、PM2.5、VOC、

CO 五类污染物综合总排放量分别为 1.90×104t 和 2.35×103t。十多年来，安徽省

农机装备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农机总动力由 1999年的 2766万 kW发展到 2011

年的 5486万 kW，增长了近两倍，而 2011年中大型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保有量

是 1999年的 25.7倍，农业机械总量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安徽省农业机械的燃

油主要以柴油为主，随着我国的经济驶入快车道,柴油等成品油的需求急剧增加,

使得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农业

机械的节能减排工作便迫在眉睫。农业机械的能源消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地域限制、农业机械种类、科技含量等，苏晓宁等[13]虽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

析了我国农用柴油消耗的影响因素，但未对柴油消耗时产生的污染物作研究。安

徽省整体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与党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农业的战略目标还有

较大差距，因而怎样提升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缩小与先进农业省市的差距，提升

全省经济实力，从而实现农业强省的跨越，是目前安徽省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

战略课题[10]。所以针对安徽省的农业机械现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基

于农业机械对不同区域的燃油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的空间量化研究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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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本章通过对功率分布，燃油消耗现状和年活动时间的调查，得出全省农业机

械的油耗和及单位耕地面积空间源强分布，掌握全省农业机械燃油油耗的分布状

况，结合各地区的农业机械现状，农业机械综合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大户分布等数

据，分析全省农业机械燃油消耗的影响因素并得出全省不同地区农业机械燃油消

耗的原因，从而针对安徽省不同区域农业机械油耗现状，提出具体节能减排建议。 

调查自 2012年 2月至 2013年 2月持续一年：其中 2012年 2月至 10月，进

行全省实地走访调查；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2月，进行补充调查。调查区域

根据农业地域差异和我们的调研实际情况，将安徽省 16个市分为五大农业区，

其分别为淮北平原农业区：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

江淮丘陵农业区：滁州市、合肥市（庐阳区，蜀山区，瑶海区，包河区，巢湖市，

长丰县，肥东县，肥西县，庐江县）；皖西大别山地林茶区：六安市；沿江平原

农业区：马鞍山市（金家庄区，花山区，雨山区，当涂县，含山县，和县）、芜

湖市（镜湖区，弋江区，鸠江区，三山区，芜湖县，繁昌县，南陵县，无为县）、

铜陵市、安庆市；皖南山地林茶粮区：池州市、宣城市和黄山市，其中将芜湖市

鸠江区的沈巷镇仍归入和县进行调查。针对安徽省的农业现状和人口分布特征，

本调查团队多次赴全省 16各地市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及查阅资料等方法，

获得了含有农业机械类型、功率、保有量、燃油消耗量和农业生产时间等一系列

内容在内的 1400余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268份。 

图 2.1 田间交流调查图（安庆市新洲乡）            图 2.2 查阅环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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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省农业机械保有量及总动力分析  

2.1 农业自然地理概况调查结果  

1  安徽省农业气候资源  

全省平均气温在 14～17�之间 ，其中淮北平原和皖西大别山腹地在 15�以

下，南北地区年平均气温差 2�多。农耕期积温分布规律是南高北低，平原丘陵

地区高，山区低。各地农耕期天数：沿淮、淮北为 310—330 天，沿江西部及皖

南南部在 350天以上，其他地区为 310—330天。[14,15] 

表 2.1 安徽各地农耕期与生长活跃期积温表  

地区 ≥0�积温 ≥10�积温 

淮北 5100～5500 4600～4700 

江淮 540～580 5000左右 

沿江、江南 5700～6100 5300左右 

望江、宿松、安庆 6000以上 5300以上 

资料来源:张理华等,《安徽资源环境》，2010. 

2  农业区划及地形地貌  

根据我省的淮北平原农业区、江淮丘陵农业区、皖西大别山地林茶区、沿江

平原农业区和皖南山地林茶粮区的地形地貌的不同，结合我们搜集整理的资料得

到不同农业区划和地貌特征的不同概况，具体情况见表 2.2。 

2.2  耕地面积及其农作物分布  

1  各市耕地面积  

安徽省耕地面积分布为平原 350 万平方公顷、丘陵 420 万平方公顷、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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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万平方公顷、圩区 90 万平方公顷、湖沼洼地 110 万平方公顷，分别占总面

积的 25.5％、29.5％、31.2％、6.4％和 7.9％[16]。根据调查得知，安徽省耕地面

积拥有量最大的地区为阜阳市，约占安徽省总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黄山市、铜

陵市的耕地面积较少。 

表 2.2 农业区划及地貌表  

农业区划 地貌特征 

淮北平原农业

区 

属黄淮大平原的一部分，由淮河及其支流的沉积和黄河的泛滥形成，地面较平坦，

沉积较厚。 

江淮丘陵农业

区 

主要由丘陵、台地和部分散落的河谷平原组成，丘陵和剥蚀台地主要分布在东部，

沉积台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 

皖西大别山地

林茶区 

中部千米以上中山密集，呈现山高谷深、坡陡状况；北部属低山、丘陵；南部以

低山为主。 

沿江平原农业

区 

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窄东宽，西部宽度一般为 15～25km，为谷地；

东部开阔，平原上多山丘分布。 

皖南山地林茶

粮区 

北部以丘陵为主，低山次之；中部为区域核心，山地高度较大；东南部为山丘群

集区，东北部以丘陵为主，地面较破碎。 

   资料来源；安徽农网；张理华等，《安徽资源环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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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安徽省各市耕地面积图（万公顷）  

2.3 农业机械现状调查  

1 安徽省农业机械基本现状  

截止 2011年底，安徽省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2.91%，超过全国综合机械

化水平 8.41 个百分点，其中水稻机械化种植、玉米机收、油菜收割机水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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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5.0%、33.0％、13％,分别比“十五”末提高 13.8、22.7和 5.7个百分点；安

徽省农业机械总保有量为 0.2亿占全国农业机械总保有量的 9.54%，同时安徽省

农业机械总功率为 5409.78万千瓦占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的 5.83%。其中拖拉机

为有 248.59 万台，总功率为 2358.7 万千瓦，占全省农业机械功率的 43.6%；以

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手扶变型运输机为主的农用搬运机械总的总功率仅次

于拖拉机，安徽省以燃油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保有量为 625.44 万台，总动力为

4902.92万 kW。其中农业机械保有量最多的为滁州市，有 70.34万台，其中拖拉

机的保有量为 49.06万台，占全省以拖拉机为主要动力机械的 19.42%；最少的为

铜陵市，保有量为 4.58万台；在农业机械总功率中，宿州市的总功率 719.29万

kW为全省最多，铜陵市的总功率为 18.28万 kW全省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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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安徽省农业机械保有量（万台）和功率（万千瓦）分布柱状图  
 

将安徽省各市拥有动力的农业机械保有量和总功率，量化到各市进行面板化

分析，得到各市农业机械保有量的点密度和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功率分布叠加图。

根据图 2.5所示,安徽省农业机械主要集中在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地区，淮北市、

蚌埠市、阜阳市和滁州等市农用机械保有量分布密度较大，皖南地区农业机械总

量最少仅有 14.58万台，但单位耕地面积上农用机械功率分布整体高于沿江平原

一带城市；其中包括铜陵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和安庆市，这些城市动力机械总

保有量仅为 21.51万台且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保有量均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区

域内山前丘陵较多有关，虽然耕地面积较多，但适宜农业机械化生产的耕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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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安徽省农业机械保有量（台）和功率分布图（千瓦 /公顷）  

从整体看出：安徽省的农业机械数量分布为北部多，南部少，平原地区多，

山区少；中小型农业机械多, 大中型农业机械少，动力机械多，田间管理机械少

的特点。科技含量高、可靠性强、操作方便的大型机械缺乏，并且目前全省农业

整体动力配备不合理，农业机械利用效率还比较低。 

2 安徽省农业机械使用年限与燃油消耗率  

    根据调查统计得出：农用机械在 1～ 12 年间燃油消耗率维持在

0.5 1( )g kW h −⋅ ⋅ 以下，在 12～15年间燃油消耗率自 0.217增加到 2.28，增长了近

9.5倍，随后农业机械燃油消耗率均维持较高水平。农机使用 5年燃油消耗率仅

0.16 1( )g kW h −⋅ ⋅ ，使用 20 年达到 2.75 1( )g kW h −⋅ ⋅ ，使用的前 5 年, 技术状态较

好, 出勤率高。农业机械使用超过 12 年, 技术状态明显恶化，燃油消耗率明显

增加。由下图可见, 随着农业机械的使用年限超过 12 年增加其燃油消耗率会出

现陡增现象，燃油消耗率会维持在高的水平。以拖拉机为例，调查分析的拖拉机

燃油消耗率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使用年限为 1～5 年,燃油消耗率 

0.7 1( )g kW h −⋅ ⋅ 以下, 为低耗油阶段;6 ～10 年, 耗油基本稳定在燃油消耗率在

1～3.2 1( )g kW h −⋅ ⋅ 之间, 为正常耗油阶段; 15年以上, 燃油消耗率 3.3 1( )g kW h −⋅ ⋅

以上, 甚至可达 5.1 1( )g kW h −⋅ ⋅  , 为高耗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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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省农业机械增长情况  

我们将 2002-2011 年安徽省拥有动力的不同种类农业机械与其比较，得出

10年间不同种类的农业机械增长情况。在 2002年，排灌机械、动力机械和农用

运输机械分别占 2011 年的 83.59%、76.13%和 75.66%，联合收割机和种植施肥

机械分别为 16.03%和 1.23%所占比例较小。根据安徽省 10年的农业机械增长情

况得出：排灌机械、动力机械和农用运输机械增长较缓慢，大部分为 10 年以上

的农业机械；种植施肥机械每年增长近 9.88%为最低，联合收割机每年增长近

8.5%，两者 10年间增长最快；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耕整地机械和田间管理机械

的增长相对缓慢。 

图 2.6  2002-2011年安徽省主要动力农业机械分布  

3  安徽省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  

3.1  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  

1  估算方法  

    安徽省农业机械的燃油主要以柴油为主，本次调查主要对柴油发动机的燃油

消耗量进行估算。调查和分析了不同种类农业机械的每小时平均油耗、燃油消耗

率和年活动时间，利用所获得数据计算全省农业机械的燃油消耗量，参考相关估

算研究内容[17,18,19],得出安徽省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的估算方法即： 

         ( )
i ii iD Power BSFC A= × ×  ∑          （1） 

式中，D为柴油消耗量，g； Power为发动机功率，kW；BSFC为柴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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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率， 1( )g kW h −⋅ ⋅  ；A为农业机械年活动水平，h；i为农业机械的类型。 

2  农业机械燃油消耗率  

    安徽省燃油动力农业机械中，柴油发动机动力占总动力的 97.68%，燃油消

耗率 (Brak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简称BSFC)作为衡量柴油发动机燃料经济

性的主要指标，反映了发动机在单位时间每千瓦的功率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率

（BSFC）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得到：一种是在稳态工况下（ISO-C1工况循环）将

燃油消耗率、瞬态工况修正系数和负荷因子的乘积作为实际燃油消耗率的估算

值；另一种是通过机械的实地调查获得燃油消耗的数据，结合实际工作时间和机

械的功率，推算出燃油消耗率。本次研究采用后一种方法估算全省农业机械燃油

消耗率。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团队设制了以农业机械名称、农业机械功率（kW）、

每次加油平均使用时间（h）和平均每次加油量（L）等内容的调查问卷，获得

了不同功率的农业机械每小时的燃油消耗量，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筛选并剔

除了明显偏离实际的数据，然后计算得出不同农业机械的燃油消耗率。 

燃油消耗率的计算公式: 

      ( 1000) /hCF CF Pρ= × ×            （2） 

式中：CF为燃油消耗率， 1( )g kW h −⋅ ⋅ ； hCF 为平均每小时燃油消耗， 1L h−⋅ ；

ρ为柴油密度 1kg L−⋅ ，取值为 0.85；P 为发动机功率，kW；得到各农业机械的

实际燃油消耗率后，再对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和收获机械进行燃油消耗率的

箱图线的聚类绘制。通过不同种类农业机械的箱图线可以得出：四类农业机械中

燃油消耗率的异常值均大于 3 1.5Q IQR+ ，剔除异常的燃油消耗量后，对不同种

类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进行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 

表 2.3  农业机械燃油消耗率表 / 1( )g kW h −⋅ ⋅  

农业机械类型 拖拉机 种植业机械 运输机械 其他农业机械 

燃油消耗率 111.80 113.63 99.36 1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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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机械年活动水平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13,19]以及结合我们调查团队的实地调查结果得出，安徽省

农业机械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夏、秋农忙时间，其他时间农业机械闲置率

较高，以拖拉机为主的动力机械的年活动时间为 165h，以稻麦联合收割机为主

的收获机械年活动时间为 207h，与河北省小麦作业时间每年不超过 30天较相似，

如表 2.4。 

表 2.4 农业机械年活动时间表（h）  

农业机械类型 拖拉机 种植业机械 运输机械 其他农业机械 

年活动时间 165 207 130 77 

4  农业机械年油耗量  

由本次调查的估算模型得出：2010 安徽省农业机械的年耗油量为 96.24 万

吨，安徽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的 5.8%，燃油消耗量约占全

国农业机械总油耗的 5.3%。二者比较接近，可以证明调查结果比较真实，可以

反映安徽省的实际状况。 

 

 

表 2.5 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表  

农业机械类型 保有量（万台） 功率（万千瓦） 燃油消耗量（万吨） 

拖拉机 248.59 2358.7 43.51 

运输机械 82.5 1266 16.35 

种植业机械 938.88 1393 32.77 

其它农用机械 107.6 392.1 3.61 

合计 1377.57 5409.8 96.24 

在单位耕地面积燃油油耗上，淮北市最多为313.21kg/公顷，马鞍山市最低

仅有96.256kg/公顷。从安徽省单位耕地面积燃油消耗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淮北

平原农业区燃油消耗量较大，宿州北部最多可达320 kg/公顷，长江中下游平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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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燃油消耗量最少，特别是芜湖、马鞍山和安庆的沿江平原农业区，单位耕地面

积燃油消耗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 

4  结论及分析  

4.1  安徽省农业机械总油耗量  

由上文可知 2010年安徽省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96.24万吨，其中拖拉

机年油耗量的贡献最大，其次为运输机械和收获机械。 

 

4.2  农业机械使用年限与燃油消耗率分析  

使用 SPSS软件分析得出，其中 p=0.000<0.05，说明农业机械使用年限与燃

油消耗率之间呈现相关性，又相关系数绝对值为 0.533，则使用年限与燃油消耗

率呈现中等强度相关。并且经 Pearson检验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农业机械使

用年限越长，农业机械的燃油消耗越多。在投入使用的拖拉机在前三年中，动力

性、经济性和可靠性比较理想，能够达到出厂标准。随后几年，拖拉机燃油消耗

率不断增加。使用年限超过六年，技术状态就开始变坏，但还可维持最低技术指

标，但是超过十二年后，拖拉机性能严重恶化，油耗呈直线上升。 

表 2.6  农业机械使用年限与燃油消耗率分析表  

 项目 燃油消耗率 使用年限 

燃油消耗率 皮尔逊积距相关系数   

 P值（双尾检验）   

 样本数   

使用年限 皮尔逊积距相关系数 0.533**  

 P值（双尾检验） 0.001  

 样本数 196  

**双尾检验在 0.01水平表示有显著相关性 

农业机械机“老龄化”造成的油耗损失不可小觑，相关部门做相关试验，旧型

拖拉机平均油耗高于新拖拉机约 7.5L/hm2以上[20]。农业机械使用年限过长,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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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更新率随之降低。由于农业机械使用时间过长, 导致使用费用增加、作业

效率低、作业质量差、燃油消耗量增多。2011 年，安徽省以拖拉机为主的动力

机械有 252.59万台，燃油消耗量约 45.54万吨，其中 10年以上的农业机械约有

78.9%。据江苏省对达到报废年限的小型拖拉机耗燃测定，其燃油消耗率和烟度

超出标定功率油耗值 11%，按照此计算，2011 年安徽省动力机械全年要多消耗

柴油 3.95万吨，折合人民币约 3.3亿元。 

4.3  单位耕地面积燃油消耗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总功率自 2002年到 2011年，共增长了 67.76%，伴随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安

徽省农用柴油的消耗总量将会不断增长。为了精确的反应安徽省各市农业机械的

燃油消耗状况和影响因素，我们基于各市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燃油消耗量来分析农

业机械的燃油消耗情况。苏晓宁等[13]以全国各省单位面积上的农业机械油耗量

为对象，分析了我国农用柴油油耗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因素；吴雪峰等[21]研究得

出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主要影响因素为：作物种植的单一性，土地经营规模

和农业劳动力数量，结合我们对农业机械的实地调查，确立农村家庭户均耕地面

积 X1（公顷/户），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X2，人均农业机械动力 X3（kW/人）,农

业机械结构 X4和农业机械大户比例 X5五个影响因素指标，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

探究对单位耕地面积燃油消耗量（YH）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2.7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通过spss17.0对五个指标的分析得出，户均耕地面积和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4.31±1.299和58.02±15.17，其他的情况见表9。在对五类因素

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得出：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4.005，方差百分比为80.106%，

可以看出第一个主成分（F1）可以解释近80%的信息。通过对自变量进行标化处

 
户均耕地面积

(X1)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X2) 

单位耕地面积功

率(X3) 
农机结构(X4) 

农机户比例

(X5) 

最小值 1.93 21.53 4.58 0.21 10.19 

最大值 6.57 74.64 14.96 0.59 50.04 

均值 4.3142 58.02 8.70 0.34 24.26 

标准差 1.30 15.17 3.11 0.11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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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进行主成分线性回归，得出主成分回归分析方程为YH=14.478 F1+147.791。

然 后 再 把 主 成 分 回 归 方 程 转 换 为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YH=13.71X1+13.45X2+11.22X3+12.65X4+13.58X5+108.04。通过对系数的比较可

以看出，五个指标对农业机械燃油消耗量的影响程度为:农村家庭户均耕地面积

＞农机户比例＞农业机械综合机械化率＞农机结构＞单位耕地面积功率。 

表2.8 方差解释表  

组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2 

3 

4 

5 

4.005 

0.574 

0.248 

0.139 

0.034 

80.106 

11.474 

4.968 

2.775 

0.678 

80.106 

91.579 

96.547 

99.322 

100.00 

4.005 80.106 80.106 

抽出方法：主要组分分析 

4.4  农业机械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现状的原因分析  

1  超期服役农机数量庞大  

根据我们调研的结果，安徽省近 76%的农业机械使用超过 10年，其中农用

运输车和排灌机械更是达到 80%以上。超期服役的农业机械数量庞大，不仅带来

较为严重的排放污染，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燃油消耗。据调查，使用 3年以上的

旧柴油机 CO排放最大值为 35.3g/kW h是国际�级阶段排放限值[22]的 5倍左右。

随着政策的鼓励，农业机械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大,然而农机动力增加的同时，

污染物排放也在同步增加。由于全省旧农机基数大，对于农业机械国家尚未实施

强制报废和排放治理政策，加之农机保养使用条件差及排放劣化严重，导致其作

业质量恶化，功率严重下降，油耗急剧上升，排放量偏高，部分农机即使通过修

理也不能达到良好的技术状态，在生产中造成了很大的燃油浪费。 

2  耕地经营规模限制了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施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进入新世纪，当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后，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使得耕地

过于零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使种植的作物品种不统一，机械化优势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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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导致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很难进一步推广和提升。安徽省户均耕地

规模多在 1-7公顷之间，在皖南山地林和沿江平原农业区户均耕地均小于 4公顷，

农机户单独购买农业机械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闲置率较大，由于拥有农机的农

户的比例较低，导致该区域农业机械燃油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小；在淮北平原、江

淮丘陵和皖西大别山农业区农业户均耕地规模多在 4公顷以上，农业机械自购自

用的多，从事市场化、专业化经营服务的少，农业生产多局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

生产范围内，农业机械的重复利用率高，能耗效率较差，所以该区域单位耕地面

积燃油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均居全省首位。 

3  农业机械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不均衡  

安徽省中小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动力机械多、配套机具少；粮食作物

机具多、经济作物机具少；单项作业机具少、复式作业机具少；耕作机具多、种

植机具少。中北部以拖拉机为主要农用机械，农机结构较单一；南部排灌机械为

主要农业机械，农机结构呈现多元化。淮北农业区、江淮丘陵农业区和皖西大别

山地林茶区虽然农业机械化率均超过 54.5%，但是主要集中在小麦，水稻等粮食

作物的机耕和机收阶段，机种阶段的机械化水平却较低，经济作物的整体机械化

水平偏低，农业机械重复利用率较高。沿江平原和皖南山地林茶粮区整体农业机

械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生产各阶段机械化水平均较低；另外油菜

和棉花的机种和机收主要依赖人工，其机械化水平亟待提高。 

4  农机手农机技术水平较低，农机保养维护不及时  

由于农机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和对农机技术水平的了解有限，几乎没有树立

节能的观念，导致在具体的作业中，往往会有不必要的磨损和浪费并缩短农机使

用寿命。柴油机是当前农业机械的主要动力，但在柴油机的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导

致了能耗加大。其中零件的磨损是其原因之一，包括缸套活塞组建、配器机构和

燃油系精密偶件，这使得功率下降、油耗上升；其次，农机手未能及时检修、排

除故障；未经常对发动机进行目测检查，未定期实行耗油技术检测和及时处理，

除了这两点，柴油机不能适时供油也会增大油耗，没有及时调整供油提前角导致

过早或过迟供油都会使柴油机得不到充分燃烧而冒黑烟、功率下降并增加耗油；

柴油机带病作业时将可能导致多缸机工作不均衡，是油耗的另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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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南省农业机械使用现状调查

研究  

1 引言  

    中国的农业起源可追溯到距今 10000 年左右。考古发现, 在距今 8000 年前

的裴李岗文化时期, 河南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锄耕农业。正是“打制石器引发文

化先声, 使人类走出洞穴, 从茹毛饮血到耕作务农”, 中国农业, 也首先是在这一

地区孕育发生和发展的[22]。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平原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在黄

河以南，黄河流经河南境内 700多公里，全省总面积约 16.7万平方公里。 

    河南省属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

样的特点。这些气候特点都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且河南有耕地 7177.5千公顷。

故河南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大省和重要的农副产品产区，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 1

位，棉花产量居第 3位，油料产量居第 1位。河南已成为众多外商看好的农业投

资重点省份之一。 

    农业是河南省发展的命脉，农业特点说明河南省农业发展需要农机化来带

动，农机规模化经营的兴起就是市场化与农业弱质性特点的必然结果[23]。农业

生产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对于农业现代化巨大贡献不

可替代。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24]。到 2010年河南省农业机械总

动力达到 10195.9万千瓦[25]。 

农业机械的范围很广，种类较多，可以说凡是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养

殖业和渔业等农业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各种机械，统称为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农业机械装备突破了人畜力所不能承担的农业生产规模的限

制，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为农场规模扩

大，农产品品质提高，形成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提供了可能[2]。而我国农业机械

化水平较低，农机服务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26]。 

  随着道路机动车排放控制成效的日益显著，非道路污染源正逐渐成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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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排放源[27]。而非道路污染源主要为农业机械，所以其污染物的贡献也

有必要进行研究，以顺应国家对大气环境的新要求。  

    本研究以整个河南省为调查研究范围，对河南省各个地市的各种类型的农业

机械保有量及农机油耗量进行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上述数据，在此基

础上可推算出各种农业机械的平均油耗量，根据河南省各类农机的总动力数值便

可得到总的耗油量数据。据此分析农机与柴油消耗的相关性。   

本研究调查自 2012年 3月至 2012年 11月。调查区域根据农业地域差异和

我们的调研实际情况所决定，采取对国家农业机械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年鉴进行

查阅等方式得出相关的数据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与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农

户进行交流两种调查方法。通过这两种方法可得出相对真实和准确的数据，两者

相辅相成。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查及查阅资料等方法，获得了含有农业机械类型、

功率、保有量、燃油消耗量和农业生产时间等一系列内容在内 700余份有效调查

问卷。 

2  河南省农业机械保有量及总动力分析  

2.1 河南省农业机械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分析  

河南省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按照其使用类型主要分为拖拉机及配套机械、种植

业机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运输机械等几个大类型。2010

年的保有量情况如图 3.1所示。 

 
图 3.1  2010年河南省农业机械主要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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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河南地质条件复杂, 地层系统齐全,构造形态多样。这样的地势、地貌特

征形成了河南省农机市场的特点,即东部平原地区大型联合农业机械装备发展速

度快, 西部地区适合山地、坡地的小型巧农业抓械发展迅速[28]。由上图可以看出，

种植业机械保有量最多，其主要原因是种植业机械在全省使用范围广，受地形地

貌影响比较小，并且种植业机械的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在农业种植各方面均能

用到。其次是拖拉机及配套机械在河南省农机保有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包括大

中型拖拉机 27.44万台，小型拖拉机 358.61万台，大中型农机配套农具 64.26万

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666.42 万台，可以看出拖拉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也

是非常重要的。在运输机械方面，农用运输车 219.55万台，手扶变型运输机 0.14

万台。在农产品初加工机械中，初加工动力机械 80.24万台，初加工作业机械 50.82

万台。 

河南省种植业机械，包括耕整机、机引犁和农用排灌动力机械等在内，其中

各个类型的保有量如下图 3.2及表 3.1所示。 

 

图 3.2   河南省种植业机械主要类型及保有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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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河南省种植业机械分类保有量  

类型 保有量（万台） 类型 保有量（万台） 

耕整机 0.66 排灌动力机械 160.06 

机引犁 318.33 农用水泵 216.29 

旋耕机 18.38 节水灌溉类机械 17.37 

深松机 0.24 机动喷雾(粉)机 26.19 

机引耙 214.6 联合收获机 14.38 

播种机 121.6 割晒机 8.28 

谷物烘干机 0.06 保鲜储藏设备 0.32 

机动脱粒机 55.73 其他收获机械 15 

种子加工机械 0.06 水稻直播机 0.02 

化肥深施机 10.05 水稻插秧机 0.13 

地膜覆盖机 1.39 茶叶修剪机 0.6 

由上图可知，河南省种植业机械中机引犁的保有量最大，这是因为河南省地

理条件多以平原为主，而平原多用于农田耕作，故机引犁的应用在河南十分广泛，

同样机引耙也广泛使用于平原地区，机引耙遇有一幅不平的田地耙能自行调节，

较好地消除死区，大大帮助了平原地区农作物的耕作，农用水泵对农作物有着给

水的作用，对于河南省属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气候的地区有着重要的作用。 

2.2  河南省南北部调查的农业机械对比分析  

我们将河南省分成南、北两个部分来研究河南南部和北部主要的农业机械

分布情况，按照郑州市以南为豫南，新乡市以北为豫北方法划分的，其中南部有

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周口市、南阳市、驻马店市、信阳市，北部有安阳

市、鹤壁市、濮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济源市、洛阳市、郑州市、商丘市、三

门峡市、开封市。根据调查的数据，主要农业机械的分布情况如表 3.2、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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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3.2  河南省南部各市主要农业机械调研统计表（单位：台）  

农机种类 农用运输车 大型拖拉机 中型拖拉机 小型拖拉机 种植业机械 
信阳市 28  14 1 12 
许昌市 25 6 8 9 3 
驻马店市 17 9 21 2 7 
周口市 20 2 17 6 10 
漯河市 30 5 10  5 
南阳市 23 5 9 5 11 
平顶山市 36 4 6 4 6 

 

表 3.3 河南省北部各市主要农业机械调研统计表（单位：台）  

通过上述两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南部几个种类的农业机械个数与北部相

比大致相同。但南部城市除了农运运输车相对比北方的数量稍少其余的几种农业

机械数量都普遍比北方城市稍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气候的影响而导致南北农作

物产量的不平均分布，南部为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全省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

农机种类 农用运输车 大型拖拉机 中型拖拉机 小型拖拉机 种植业机械 
新乡市 24 11 11 3 8 
郑州市 38 2 7 1 13 
商丘市 37 3 5 3 9 
开封市 30 3 17 3 8 
洛阳市 33 2 11 4 11 
濮阳市  40 6 6  6 
三门峡市 24  7 9 3 
安阳市 37 2 14 2 6 
鹤壁市 28 2 9 3 3 
济源市 28 4 16 3 4 
焦作市 29 9 1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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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加上南北所处的纬度不同，使河南的热量资源南部多，北部少，降水量南部

多，北部少，气候的地区差异性明显。气候决定了南部城市的农作物产量要优于

北部。 

虽然河南省农业机械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

在一些制约因素亟待解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机户发展缓慢。

二是存在“大农机与小农户”的矛盾。三是农机具更新级慢。四是农机合作组织管

理松散。五是农业机械功能单一的制约。六是农机用户技能水平的制约，技能水

平和文化水平不高，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制约。七是农业机械服务严

重滞后。 

2.3  河南省近些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发展趋势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机

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河南省农业机械

的总动力数量也迅速增加[29]。从本质上来说，农业机械总动力数量的变化是一

个非线性系统，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该数量的变化，如农忙收入水平的变化、播种

面积的变化、粮食单位的变化以及国家扶持的力度等[30]。 

截止 2010年底，河南省农业机械柴油发动机动力达到 10195.89万千瓦，拥

有各类拖拉机 386.05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27.44万台。从 2005-2010年的

六年间，农业机械的总动力从 2005的 7521.1万千瓦增加到 2010年的 10195.9

万千瓦。2005-2010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趋势见下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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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05-2010省河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万千瓦）  

 

3  河南省农业机械油耗问卷调查分析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调查方法，我们对河南省进行有关农业机械的问卷调查，

涉及地区主要包括以上 18 个地市，囊括了河南省南北和东西等不同地理地貌条

件下的农业机械能耗状况。问卷内容涉及农业机械种类，型号功率、农闲时用油

量、农忙时用油量等多方面信息。 

但由于被调查对象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

高，不能理解调查问卷中的专业信息，所以调查问卷多为调查者通过访谈从被调

查者那里得到，然后自己填写；因此跟所提供数据准确性和实际使用情况真实性

有很大关系。虽然这些数据不是非常精确，但可以提供一个宏观上的认识。我们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整理，结果如下所示。 

3.1  河南省调查的大中型拖拉机油耗分析  

调查了 274辆大中型拖拉机，根据调查表上功率与年油耗量的数据关系绘制

出下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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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大中型拖拉机的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河南省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里面大多数的功率都集中在

14.7kW~75kW 之间，这可能由于这个功率区间段的大中型拖拉机较其他功率的

拖拉机使用频繁、广泛。年油耗量主要集中在 0~800L之间，这是一般家庭的年

油耗量区间，也有少数达到 1200L 以上，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这可能是由于拖

拉机经常被外人借用或租用所以导致年油耗量很高。随着功率的变大，我们看出

油耗量反而在减少，这表明大功率型拖拉机使用的频率较少。 

3.2  河南省调查的小型拖拉机油耗分析  

调查了 59辆小型拖拉机，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其功率和油耗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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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小型拖拉机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小型拖拉机的功率主要集中在 0~4kW和 8~15kW两

个区间，这两个功率区间的小型拖拉机应用的比较广泛；而油耗量来说，这两个

区间的总油耗量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油耗量都是有大有小，这可能是由于二者的

拖拉机功率相差很小，所以功率对油耗量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影响其油耗的可

能为使用年限和使用频率等一系列的因素。当功率为 12kW时，年油耗量普遍比

较高，最高达到 500L，这可能是 12kW 的拖拉机使用频率高、应用范围广泛并

且发动机油耗率较其他功率要高。 

3.3  河南省调查的运输机械油耗分析  

调查了 527辆农用运输车，作功率、油耗量关系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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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农用运输车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图 3.6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调查的农用运输车功率大多集中在 0~70kW

之间，且在 0~20kW尤为密集，这说明这段功率的农用运输车在河南省应用十分

广泛。对于油耗量来说，也是在 20kW附近油耗量普遍比较高，在 17kW处年油

耗量达到 1900L，这说明了 20kW附近的农用运输车最具普遍性且使用性最大，

随着功率的变大，其相对应的油耗量减少，这说明大功率的运输机械不经常使用。

而在相同功率下的油耗量变化也挺大的，这充分说明了对于农用运输车，除了功

率外的其他因素（比如：使用年限、使用频率、使用方式等）才是真正决定年油

耗量大小的关键。 

3.4  河南省调查的收获机械油耗分析  

调查了 131辆收获机械，作功率、油耗量关系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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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收获机械的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从图 3.7可知，收获机械的功率范围分布比较广泛，功率比较均匀的分布在

0~180kW 之间，这说明了不同功率的收获机械有着不同的用途，收获机械耗油

量主要集中在 0~750L之间，也有个别的达到了 1000L以上，这可能就是因为将

收获机械转接和租赁的缘故。开始随着功率的增大其油耗量也随之增大，但增加

到 80kW 之后，油耗量反而减少，这可能是因为超过 100kW 的收获机械应用不

是很广泛。 

3.5  河南实地考察农业机械油耗量统计分析  

为了更能直观的了解到河南当地生产劳动者使用农业机械的情况，我们于

2013.4.21至 2013.4.23到河南省安阳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统计于下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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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调查统计的农业机械油耗情况  

所在地 机械种类 功率（kW） 购买时间（年） 年油耗量（L) 

南阳 手扶拖拉机 7.7 2002 16 

南阳 手扶拖拉机 8.82 2010 30 

焦作 中型拖拉机 66.2 2010 5040 

漯河 中型拖拉机 51.5 2009 33 

驻马店 手扶拖拉机 6 2008 40 

郑州 三轮车 11 2007 70 

南阳 小型拖拉机 6 2009 48 

南阳 中型拖拉机 16.18 2009 100 

南阳 三轮车 12.1 2002 130 

南阳 联合收割机 63.1 2004 400 

南阳 收割机 43 2005 200 

开封 中型拖拉机 14.7 2006 60 

新乡 三轮车 14.7 2005 100 

开封 小型拖拉机 11.03 2005 75 

濮阳 三轮车 11 2004 30 

如上表所示，一般农业机械的年油耗量差不多在 400以内，但也有很多情况

下，一台农业机械被多个家庭连续租用以至于年油耗量很大，比如上表中调查的

中型拖拉机年油耗量为 5040L，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到河南省的农忙时间差不

多集中于 6、9 月份，所以这两个月的农业机械使用率很高，但现在的农业机械

化水平较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现在 6、9 月份也就每个月 5-6 天使用农

业机械工作，大大的缩短了农忙时间。除了农忙外，据我们调查了解到在农闲的

时间里，农业机械一般情况下基本不使用，故农闲时油耗可以忽略掉。调查中的

生产劳动者对于农业机械的油耗情况主要是用一年来花多少钱买油来表示的，我

们根据河南省柴油的价格为 7.5元/升来推算的。 

根据上表的数据，我们得出功率和年油耗量的关系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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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功率与油耗量的关系图  

由上图 3.8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随着功率的增大年油耗量也随之

增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功率为 51.5kW的中型拖拉机油耗量仅为 33L，这说

明这中型拖拉机使用频率、使用性较低。 

 

图 3.9  使用年限与年油耗量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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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调查的农业机械其使用年限和油耗量之间的关系图，上图显示出，从

一开始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油耗量也随之增高，等使用年限到了 7、8年左右

时，年油耗量达到最高峰，之后随着使用年限的再次增长，年油耗量反而降低，

这可能由于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农业机械老化的不足以长时间、高频率的使用

所导致的。 

4  河南省农业机械总油耗量估算  

根据所调查的某一种类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与河南省所对应种类的农业机械

总动力之比等于所调查的该类农机年油耗量与河南省该种类农机年总油耗量之

比，分别推测出河南省各类型农业机械总耗油量，即可得到河南省农业机械总耗

油量，所调查的农业机械动力与耗油量情况见表 3.5，推测出来的总耗油量见表

3.6所示。 

表 3.5  河南省调查的农业机械情况  

大中型拖拉机

动力（kW) 
大中型拖拉机油

耗量（L） 
小型拖拉机动

力（kW） 
小型拖拉机油耗

量（L） 

8863.8 49684 550.03 10032 

 

运输+种植业
机械动力

（kW） 

运输+种植业机
械油耗量（L) 

其他机械动力

（kW） 
其他机械油耗量

（L) 

15055.29 112229.5 12831.39 93731.5 

表 3.6  河南省农业机械耗油量  

大中型拖拉机油

耗量(万升) 
小型拖拉机油

耗量(万升) 
运输+种植业机
械油耗量(万升) 

其他机械油

耗量(万升) 
总油耗量(万

升) 
总油耗量

（万吨） 

5434.6 69262.6 35602.2 4769.3 115068.7 97.8 

由表 3.5、3.6可知，河南省消耗柴油量最多的农业机械类型是小型拖拉机，

这因为河南省小型拖拉机的保有量非常庞大，达到了 358.61万台，远远超过其

他省份，这也是由于河南省属于平原这一地理特性决定的，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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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油耗量其次，这也与其在河南省的保有量情况和使用广泛性来决定，最后总

的推算出河南省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量为 97.8万吨。 

结论： 

（1）河南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97.8万吨，其中小型拖拉机的年油耗量

贡献最大，其次为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 

（2）由图 3.4~3.7可知，大中型拖拉机的功率在 14.7kW~75kW之间，其年油

耗量主要集中在 0~800L之间。小型拖拉机的功率主要集中在 0~4kW和 8~15kW

两个区间，其年油耗量一般在 0~450L之间不等，尤其在 12kW处的油耗量普遍

较高的高，最高达 500L。农用运输车的功率大多集中在 0~70kW 之间，且在

0~20kW尤为密集，且在 20kW附近油耗量普遍比较高，在 17kW处年油耗量达

到 1900L。收获机械功率比较分散，比较均匀的分布在 0~180kW 之间，油耗量

一般在 0~750L之间。 

（3）由文章可知，使用情况、使用年限和机械功率共同影响着其总油耗量的

大小，在使用情况和使用年限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功率对总油耗量大小的影响较

大，但当使用情况和年限有一定差别时，其对总油耗量大小的影响比功率对总油

耗量的影响大很多。 

（4）在一般情况下，随着功率的增大农业机械的年油耗量也随之增大，但功

率增大到一定时，由于使用性的限制，油耗量反而减少。对于使用年限的影响来

说，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油耗量也随之增高，等使用年限到了 7、8年左右时，

年油耗量达到最高峰，之后随着使用年限的再次增长，年油耗量反而降低。 

（5）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研究中使用的问卷调查只包含了功率、油耗之间

的数据关系，缺乏其他一些因素对油耗的影响（例如：使用年限、使用频率等等），

而在样本容量中的种植业机械这一大类里面只调查了收获机，未对种植业机械这

一大类里面其他一些小类进行调查，故对农业机械的油耗量情况以及影响油耗的

一系列因素的研究亟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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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江苏省农业机械使用现状调查

研究  

1 引言  

江苏省地处中国大陆沿海中部和长江、淮河下游，东濒黄海，北接山东、西

连安徽，东南与上海、浙江接壤，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介于东经

116°18′-121°57′，北纬 30°45′-35°20′之间。江苏省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各地

平均气温介于 13℃-16℃，且由东北向西南温度逐渐增高。 

全省耕地面积 7153.1万亩，占全国的 3.8%，人均占有耕地 0.95亩。沿海滩

涂 1031万亩，占全国的 1/4，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江苏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农作物、林木、畜禽种类繁多。粮食、棉花、油料等农

作物几乎遍布全省。 

本研究对江苏省农业机械油耗情况调查自 2012年 3月至 2012年 11月进行。

调查区域根据农业地域差异和我们调研的实际情况，涉及地区主要包括南京、苏

州、无锡、常州、扬州、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盐城、南通、泰州、镇江

江苏省 13个地级市。问卷内容涉及常用农业机械类型、功率以及燃油使用情况

等。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查及查阅资料等方法，获得了含有农业机械类型、功

率、保有量、燃油消耗量和农业生产时间等一系列内容在内 700余份有效调查问

卷。 

2  江苏省农业机械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分析  

2.1 江苏省农业机械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分析  

江苏省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按照其使用类型主要分为种植业机械、运输机械、

拖拉机及配套机械、渔业机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畜牧养殖业机械、农用基本

建设机械、林果业机械等几个类型，其保有量情况如图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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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0年江苏省农业机械主要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单位：万台）  

其中，以种植业机械居多约占总量的 45.6%，其次为拖拉机及配套机械

(38.2%)。由此看出，江苏省农业产业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渔业为辅。 

在所有农业机械中，又以种植业的机械分类最为复杂，大致可分明为 17 个

小类，其中各类型的保有量情况如表 4.1及图 4.2所示。 

表 4.1  2010年江苏种植业机械类型及保有量（万台）  

类型 
保有量（万

台） 
类型 

保有量（万

台） 
耕整机 0.61 节水灌溉类机械 3.22 
机引犁 27.21 机动喷雾机 57.32 
旋耕机 88.39 茶叶修剪机 0.2 
机引耙 3.27 联合收获机 9.85 
播种机 23.26 割晒机 0.43 

水稻直播机 0.37 其他收获机械 8.41 
水稻插秧机 6.53 机动脱粒机 33.19 
化肥深施机 0.43 谷物烘干机 0.14 
地膜覆盖机 0.02 种子加工机械 0.05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58.2 保鲜储藏设备 0.37 
农用水泵 60 深松机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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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0年江苏种植业机械保有量  

拖拉机及配套机械也是农业生产中较为常用的动力机械，包括大中型拖拉机

9.67万台、小型中型拖拉机 122.84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16.41万部、小

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168.83 万部。农产品初加工机械方面，拥有初加工动力机械

25.61万台、初加工作业机械 22.74万台。在运输机械中，农用运输车为 24.2万

台、农用挂车为 11.3万台。 

2.2  近些年江苏省农业机械保有量和总动力变化情况  

2001年至 2010年间，江苏省的农用水泵保有量变化不明显，联合收割机保

有量直线上升。机动脱粒机呈下降趋势。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数量波动较为明显。

具体数据如表 4.2所示[31]。 

表 4.2  江苏省农业机械保有量变化情况  

年 份 
农用排灌 农用水泵 联 合 机 动 机动喷雾 
动力机械 （万台） 收割机 脱粒机 （粉）器 
(万千瓦)   （万台） （万台） （万部） 

2001 618.72 58.09 5.20 120.16 35.17 
2002 604.04 59.74 5.62 111.45 34.54 
2003 567.79 58.81 5.86 93.56 34.99 
2004 599.71 56.88 6.11 91.45 34.88 
2005 609.08 61.93 6.96 73.95 37.41 
2006 606.00 62.00 7.71 75.00 39.50 
2007 431.40 59.09 7.85 59.00 41.39 
2008 601.83 59.80 8.53 43.62 50.27 
2009 612.87 60.42 9.10 38.00 53.50 
2010 630.46 60.00 9.85 33.19 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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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已有农机合作社 1000多家，农机保有量 2008年已有 220多万台（其

中拖拉机 149.94万台；变型拖拉机 9.86万台；联合收割机 7.59万台；水稻插秧

机 2.48 万台；机动植保机械 50.42 万台），2008 年至 2010 年，农机保有量稳步

上升。可以从下图 4.3江苏省总动力变化情况看出。 

 

图 4.3   2005-2010省江苏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万千瓦）  

3  江苏省农业机械油耗问卷调查分析  

江苏省地处华东地区，气候较为温和，年平均气温为13.5～16.0℃，夏季最

高可达380C，冬季最低可达-100C。江苏的农作物大多为春播秋收，农忙时间大

约为每年的5月至10月，这段时间气温为零上，江苏省农业机械使用的柴油大多

为0#号，有时也会使用10#号和-10#号[32]。 

对于农业机械来说，其功率越大，往往油耗也越高。我们用将近一个月的

时间，在江苏各市县进行有关农业机械的问卷调查，涉及地区主要包括苏州、无

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宿迁、徐州和连云港。

问卷内容涉及常用农业机械类型、功率以及燃油使用情况等。 

从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政策支持，许多用户可以拿到农机补贴以减少加油所

产生的费用，其使用的燃油大多来源于正规渠道，如加油站、农机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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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江苏省收割机的油耗分析  

对江苏省收割机进行油耗调查，样本容量为262台，调查结果如下表4.3所示。 

表 4.3  收割机年耗油量汇总  

机械 

功率 

(kW) 

全年油耗

（L） 

样本数

量(台） 

其中 

平均油耗 

（L/kW） 

其中，使用年限平均油耗（L/kW） 

1-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年

以上 1-5年 5-10年 10-15年 
15年以

上 

0~20 15167 10 9 1 / / 100.377 108.874 33.353 / / 

20~40 58159.5 48 33 12 2 1 35.924 38.179 35.541 33.171 22.098 

40~60 238012 98 62 33 3 / 50.072 62.394 30.620 11.283 / 

60~80 172840.3 80 62 14 4 / 31.381 36.914 12.849 15.164 / 

80~100 42996 17 15 / 2 / 29.571 32.484 / 9.146 / 

100~120 8985 8 2 6 / / 9.735 20.150 6.217 / / 

≥120 500 1 1 / / / 3.571 3.571 / / / 

平均 37.233 43.22371 23.716 17.191 22.098 

由上表 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的收割机功率主要分布在 40~80kW之间，可能这段功率

的农业机械使用性较强，应用范围广的原因，而 0~20kW之间的收割机平均年油耗最大，为

100.377L/kW，可能是由于这个功率区间段的收获机使用频率大。其次为 40~60kW 的收割

机，平均油耗为 50.072L/kW。 

下图 4.4为使用年限及功率对收割机年油耗量影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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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收割机年平均耗油量及不同使用年限耗油量比较  

由上图可知，随着功率的增大，油耗量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小功率的收割机



38 
 

比大功率的收割机使用性强，油耗量也较大，使用年限为 5年内的收割机油耗量

普遍较大，高于收割机的平均年油耗量，而使用年限为 5-10年的收割机年油耗

量普遍较低，低于所有收割机的平均油耗量，远低于使用年限在 5年以内的收割

机年油耗量，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机械老化程度越大，导致无法

正常长时间的使用，所以使用性降低导致油耗量下降。 

3.2  江苏省插秧机的油耗分析  

   调查了89台插秧机油耗情况，结果如下表4.4所示。 

表4.4  插秧机年耗油量汇总  

机械 

功率 

(kW) 

年油耗

（L） 

样本数量

(台） 

其中 

平均油耗 

（L/kW） 

其中，使用年限平均油耗（L/kW） 

1-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年

以上 1-5年 5-10年 10-15年 
15年以

上 

0~10 4147.69 58 52 5 1 / 28.976 24.299 50.307 11.268 / 

10~20 5410 17 15 1 / 1 25.515 23.833 50.847 / 27.273 

40~50 2630 5 3 1 1 / 11.731 8.734 10 22.676 / 

50~60 2200 4 3 1 / / 10.082 11.062 7.5 / / 

60~70 1000 2 2 / / / 7.342 7.342 / / / 

70~80 1700 2 1 1 / / 11.333 14.667 8 / / 

80~90 900 1 / 1 / / 10 10 / / / 

平均 14.997 14.27671 25.3308 16.972 27.273 

由上表可知，江苏省插秧机的功率主要集中在 0~10kW之间，说明这段功率

的农业机械使用性较强，应用范围广，少量集中在 10~20kW。0~10kW和 10~20kW

之间的插秧机平均油耗比较大，分别为 28.976L/kW和 25.515L/kW，说明这两个

功率区间段的收获机使用频率较大。 

下图 4.5为使用年限及功率对插秧机年油耗量影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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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插秧机年平均耗油量及不同使用年限耗油量比较  

上图显示出随着插秧机功率的增大，其年油耗量降低，使用年限在 5年内的

插秧机在小功率时油耗量最大，比插秧机总平均油耗量大很多，这段功率区间使

用年限为 5-10 年的插秧机油耗量最小；而随着功率的增大，使用年限在 5 年内

的插秧机的油耗量变小，小于总平均油耗，这时使用年限为 5-10 年的插秧机油

耗量变为最大。 

3.3  江苏省拖拉机的油耗分析  

调查了294台拖拉机油耗情况，结果如下表4.5所示。 

表 4.5  拖拉机年耗油量汇总  

机械 

功率 

(kW) 

全年油

耗（L） 

样本

数量

(台） 

其中 

平均油耗 

（L/kW） 

其中，使用年限平均油耗（L/kW） 

1-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

年

以

上 

1-5年 5-10年 
10-15

年 

15年以

上 

0~10 7037.7 56 8 27 14 7 14.913 17.917 13.851 17.681 10.543 

0~20 19493 74 23 34 14 2 20.636 32.508 13.038 18.310 10.667 

20~30 15910 9 7 3 1 / 72.811 66.593 115.926 8.636 / 

30~40 31246.2 24 14 5 2 3 36.405 42.377 22.839 25.136 38.123 

40~50 38233.8 34 26 4 3 1 29.352 29.662 15.831 9.058 7.407 

50~60 94228.5 73 53 16 2 2 22.682 27.128 10.921 6.364 8.596 

≥60 54384 24 22 2 / / 30.588 32.330 10.165 / / 

平均 32.48386 35.50214 28.93871 14.1975 15.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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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江苏省拖拉机的功率主要集中在 0~60kW之间，说明江苏省拖

拉机主要为中小型拖拉机，可能是因为中小型拖拉机的使用性较强，应用范围广

20~30kW之间的中型拖拉机平均油耗最大，达到 72.811L/kW，说明这个功率区

间段的拖拉机使用频率大、使用性强。图 4.6为使用年限及功率对拖拉机年油耗

量影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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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拖拉机年平均耗油量及不同使用年限耗油量比较  

由上图可知，随着拖拉机功率的增大，其年油耗量呈抛物线形式，当功率差

不多为 3kW时，拖拉机油耗量达到最大，使用年限为 5-10年的拖拉机在小功率

和大功率时油耗量最小，这两段功率区间上，使用年限在 5年内的拖拉机油耗量

最大；而在功率为中间区段时，使用年限在 5-10 年的拖拉机油耗量变大，远大

于总平均油耗，这时使用年限为 5年内的拖拉机油耗量最小。 

3.4  江苏省其他农用柴油机的油耗分析  

表 4.6  其他农用柴油机年耗油量汇总  

机械 

功率 

(kW) 

全年油

耗（L） 

样本数

量(台） 

其中 

平均油耗 

（L/kW） 

其中，使用年限平均油耗（L/kW） 

1-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

年

以

上 

1-5年 
5-10

年 

10-15

年 
15年以上 

0~10 1899 16 8 6 1 1 15.111 17.100 9.421 12.471 22.727 

10~20 17593 47 20 17 6 3 26.004 24.029 37.421 10.153 6.995 

20~40 4577 10 8 1 / 1 16.753 18.106 7.727 / 14.266. 

40~60 8340 12 9 2 / 1 13.248 9.710 27.000 / 14.815 

≥60 20372 10 8 2 / / 19.651 18.573 24.206 / / 

平均 18.1534 17.5036 21.155 11.312 11.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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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了95台农用柴油机油耗情况（见表4.6），江苏省柴油车的功率主要为

10~20kW之间，说明这个功率段的柴油车的使用性较强，应用范围广，其他功率

的柴油车保有量分布均匀。10~20kW之间的柴油车平均油耗最大，达到

26.004L/kW，说明这个功率区间段的柴油车使用频率大、使用性强。 

下图为使用年限及功率对柴油车年油耗量影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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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其他农用柴油机年平均耗油量及不同使用年限耗油量比较  

如上图 4.7所示，功率和使用年限对柴油车年油耗量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

发现到使用年限在 5 年内的柴油车油耗量与柴油车总平均油耗量变化情况较一

致，说明使用年限在 5年内的柴油车的油耗量变化较正常化，有规律。而使用年

限在 5-10 年的柴油车油耗量变化较复杂，呈现出两个波峰形式，但当功率较大

时，使用年限在 5-10 年的柴油车油耗量最小，远小于平均油耗量，这时使用年

限在 5年内的柴油车油耗量最大，略高于总平均油耗量。 

3.5  使用年限对四种农业机械油耗的影响分析  

表 4.7   不同农业机械使用年限的年耗油量  

年耗油量（L/kW） 平均值 1-5年 6-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收割机 37.233 43.22371 23.716 17.191 22.098 

插秧机 14.997 14.27671 25.3308 16.972 27.273 

拖拉机 32.48386 35.50214 28.93871 14.1975 15.0672 

其他农机 18.1534 17.5036 21.155 11.312 11.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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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不同农机不同使用年限耗油量比较  

由以上图表可知，使用年限对这四种农业机械油耗量的影响趋势大体一致，

均为从使用年限开始变大时，其油耗量也随之增大，但使用年限再变大时，四种

农业机械的油耗量降低，这说明四种农业机械使用时间越久，老化程度严重导致

其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减少，从而导致油耗量降低。这四种农业机械中，使用年

限较长时插秧机的油耗量为最大，其次分别为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机。 

4  江苏省农业机械总油耗量估算  

根据前面所调查的农业机械的动力与江苏省所对应类型的农业机械总动力

的关系，分别推测出江苏省各类型农业机械总耗油量，即可得到江苏省农业机械

总耗油量，所调查的农业机械动力与耗油量情况见表 4.8 ，推测出来的总耗油量

见表 4.9所示。 

表 4.8   江苏省调查的农业机械情况  

大中型拖拉机

动力(kW) 
大中型拖拉机油

耗量（L） 
小型拖拉机动

力（kW） 
小型拖拉机油

耗量（L） 

1815.52 11316 1031.08 14675 

 

运输+种植业机
械动力（kW） 

运输+种植业机
械油耗量（L) 

其他机械动力

（kW） 
其他机械油耗

量（L) 

7368.687 102941.39 1173.44 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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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江苏省农业机械耗油量  

大中型拖拉

机油耗量(万
升) 

小型拖拉机油

耗量(万升) 

运输+种植
业机械油耗

量(万升) 

其他机械油

耗量(万升) 
总油耗量(万

升) 
总油耗量

（万吨） 

2354.4 15921.2 28149.8 2398.0 48823.4 41 

由上表可知，江苏省2010年总油耗量为41万吨，其中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

耗油量占最大，这与种植业机械保有量相关，2010年江苏省种植业机械保有量达

到了379.27万台，保有量在各种类农业机械中占最大；其次为小型拖拉机，小型

拖拉机的保有量为122.84万台，仅次于种植业机械，这也是小型拖拉机油耗量较

大的原因。最后总的推算出江苏省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量为41万吨。 

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结论： 

(1) 江苏省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41万吨，其中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的

年油耗量最大为23.9万吨，其次是小型拖拉机为13.5万吨。 

(2) 由油耗分析可知使用年限和功率均影响农业机械油耗，其中，农业机械

的使用年限越长其年油耗量越小，当使用年限较长时插秧机的油耗量为最大。 

(3) 从所得数据整体趋势上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功率越大平均小时油耗普

遍越高，而全年油耗总量除和功率相关外，也和全年使用频率密不可分。 

(4) 根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江苏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3937.3万千瓦，约占全

国农业机械总动力（92780.48万千瓦）的 4.24%。根据问卷数据计算得到江苏省

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41万吨，约占全国农业机械总油耗（1180.34万吨）的

3.5%。二者比例较为接近，依此可以证明调查所得结果较为真实，基本符合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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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津市农业机械使用现状调查

研究  

1 引言  

天津市位于东经 116°43'至 118°04'，北纬 38°34'至 40°15'之间。市中心位于东

经 117°10'，北纬 39°10'。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天津地质构

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地势以平原和洼地为主，北部有低山丘陵，

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地貌总轮廓为西北高而东南低。天津有山地、丘陵和平

原三种地形，平原约占 93%。除北部与燕山南侧接壤之处多为山地外，其余均属

冲积平原，蓟县北部山地为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

的基础，农业机械特别是农用动力机械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而农业机械的范围很广、种类较多。农业机械的发明和使用对提高农业劳动

的生产率，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及供给速度，保证农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石油资源短缺、油价上涨和大气污染日益严重，节约能源和保护环

境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农机行业作为使用和消耗能源的一个重要行业，加强

对机械的使用和管理，努力降低农业机械的能源消耗显得尤为重要[33]。然而随

着农业机械总量的增加，农业机械的油耗量消耗越来越多，这与我国节约能源的

基本国策不一致，因此控制我国农业机械总油耗量显得十分重要。 

本研究调查自 2012年 3月至 2012年 11月。调查区域涉及地区主要包括西

青区、津南区、北辰区、东丽区、汉沽县、宝坻县、静海县、宁河县以及武清县。 

通过在天津各区县进行有关农业机械的问卷调查、实地调查及查阅资料等

方法，获得了含有农业机械类型、功率、保有量、燃油消耗量和农业生产时间等

一系列内容在内 200余份有效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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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市农业机械的保有量及总动力发展状况  

2.1  2010年天津市农业机械保有量情况  

天津市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按照其使用类型主要分为种植业机械、运输机械、

拖拉机及配套机械、渔业机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畜牧养殖业机械、农用基本

建设机械、林果业机械等几大类，其保有量情况如图 5.1所示。 

 

图 5.1  2010年天津市农业机械主要类型及保有量情况（单位：万台）  

其中，以种植业机械居多约占总量的 47%，其次为运输机械(22%)及拖拉机

及配套机械(16%)。由此可以看出，天津市农业产业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

渔业为辅。 

在所有农业机械中，又以种植业的机械分类最为复杂，大致可分明为 17 个

小类，其中各类型的保有量情况如下表 5.1所示。 

拖拉机及配套机械也是农业生产中较为常用的动力机械，包括大中型拖拉机

1.30万台、小型中型拖拉机 3.12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1.97万部、小型

拖拉机配套农具 3.87 万部。农产品初加工机械方面，拥有初加工动力机械 2.41

万台、初加工作业机械 0.72万台。在运输机械中，农用运输车为 13.53万台、农

用挂车为 0.33万台。此外，2010年天津拥有温室 20342.01万平方米，农用飞机

3架。农业机械原值和净值 34.18亿元和 24.54亿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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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2010年天津种植业机械类型及保有量（万台）  

类型 保有量 类型 保有量 

耕整机 1.09 水稻插秧机 0.03 

机引犁 0.74 化肥深施机 0.01 

旋耕机 2.11 地膜覆盖机 0.34 

深松机 0.04 联合收割机 0.40 

机引耙 0.18 割晒机 0.03 

播种机 1.82 其他收获机械 0.41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10.80 机动脱粒机 1.92 

农用水泵 9.24 机动喷雾（粉）机 0.86 

节水灌溉类机械 0.29   

2.2  近年来天津市农业机械保有量及总动力变化情况  

2008到 2010年间，天津市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数量略增加，而小型拖

拉机及配套农具数量有着小幅减少，但其总量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农用排灌柴

油机数量波动较为明显，2008年与 2010年基本相同，而 2009年几乎比 2008年

多出一倍，农用排灌柴油机保有量波动较大。 

表 5.2  2008年至 2010年天津市部分农业机械保有量变化情况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台） 11500 12800 13000 

小型拖拉机数量（台） 32300 31800 31200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部） 17300 18400 19700 

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部） 38500 38800 38700 

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总量（台） 99600 101800 102600 

排灌柴油机数量（台） 39300 70200 39500 

 

下图 5.2 为 2005 至 2010 年天津农业机械动力情况，总体上看，2005 年至

2007年天津市农业机械总动力呈上升趋势，到了 2007年达到最高峰为 61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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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但从 2008 年开始天津市农业机械总动力呈下降趋势，到 2010 年下降到

595.0万千瓦，这可能是因为天津市农业机械保有量已达到饱和状态。 

 

         图 5.2  2005年至 2010年天津市农业机械动力情况（单位：万千瓦） [31] 

3  天津市调查的农业机械油耗状况  

天津市地处华东地区，气候较为温和，夏季最高可达 400C，冬季最低可达

-200C。天津的农作物大多为春播秋收，农忙时间大约为每年的 4月至 10月，这

段时间气温几乎为零上，因此天津市农业机械使用的柴油大多为 0#号，有时也

会使用 10#号和-10#号。调查过程中了解目前到天津的柴油市场较为规范，几乎

全部被调查者所使用的燃油来源于正规渠道，如加油站、农机站等。由于政策支

持，许多用户还可以拿到农机补贴以较少购置柴油所产生的费用。虽然在调查过

程并未发现天津市的农业机械的燃油来源及使用存在问题，但是在我国广大农村

地区所使用的燃油，由于资源条件有限以及管理相对困难等因素，其质量普遍较

差，存在着一些劣质的“土柴油”或“轮胎油”[34]。这些劣质油品的使用，直

接而显著影响是加重机械的损耗，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影响更严重时还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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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全的隐患。 

根据前面提到的调查区域、方法以及内容，获得 200余份有效调查问卷，以

下是对所调查的农业机械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下表 5.3是这次研究在天津调查

的农业机械容量情况。 

表 5.3  所调查的农业机械各种类容量  

农机种类 调查数量（台） 

三轮车 71 

大中型拖拉机 61 

小型拖拉机 64 

收割机 29 

播种机 4 

3.1  三轮车的油耗分析  

同一类型机械功率不一定相同，所以油耗也可能大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类

机械且功率相同，但使用情况不一样也会导致油耗量不一样，下图 5.2、5.3是三

轮车的功率、使用年限与总油耗量的关系： 

 

图 5.3  调查的三轮车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 5.3可知，三轮车的功率普遍分布在 10kW~20kW之间，随着功率的

增大我们可以看到油耗量并不是也随之升高，有的油耗量甚至减少，同一功率机

械的油耗量可能相差很大，这说明对三轮车而言，功率并不是对油耗量产生影响

的主要因素，使用年限和使用频率等的影响作用可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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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调查的三轮车使用年限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 5.4可知，使用年限和油耗量并非呈线性关系，使用年限少不一定油

耗量越少，使用年限长不一定油耗量越大，这说明使用年限对油耗量的影响作用

也不是决定性的。 

下图 5.5为三轮车的使用频率与总油耗量的关系图，由图 5.4我们可以大体

的看到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油耗量的大体趋势是增多的，12~18次之间的油耗

量比 8~10 之间油耗量要大很多，约大 150L 左右，这说明使用频率对油耗量的

影响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图 5.5  调查的三轮车使用频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3.2  拖拉机的油耗分析  

采用对三轮车同样的方法对拖拉机进行油耗分析，首先分析下功率与油耗量

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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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调查的拖拉机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可知，调查的拖拉机功率主要集中在 70kW 和 73kW，总体上看来

73kW 的拖拉机耗油量范围要比 70kW 油耗量范围要大不少，70kW 拖拉机油耗

量在 250~380L之间，73kW拖拉机油耗量在 160~400L之间，这可能由于 73kW

的拖拉机的适用性比 70kW的拖拉机要广泛。功率对大中型拖拉机油耗量的影响

不是很大。 

下图 5.7为使用年限与油耗量的关系图： 

 

图 5.7  调查的拖拉机使用年限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可知，一般情况下使用年限越长，其油耗量越大，这可能因为使用

时间长了拖拉机零件等老化，使得油耗量增多。 

       下图 5.8显示了使用频率与拖拉机油耗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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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调查的拖拉机使用频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拖拉机油耗量在小范围内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而增

多，但超过一定次数油耗量反而下降，这可能因为使用频率增多导至每次使用时

间、强度都有所减小，从而每次油耗量降低，总的油耗量甚至也减少。 

3.3  收割机的油耗分析  

下图 5.9为调查的收割机的功率与油耗量之间的关系图： 

 
图 5.9  调查的收割机功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由上图 5.9可知，从 60kW开始收割机油耗量随着功率的变大而增多，当功

率达到 73kW 左右时，油耗量达到最多为 600L，但之后又随之下降，这可能与

使用情况等各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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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调查的收割机使用年限与油耗量关系图  

上图 5.10 为调查的收割机的使用年限与总油耗量之间的关系，所调查的收

割机使用年限主要集中在 2~6年，之后随着使用年限的变长油耗量反而降低，可

能由于使用年限变长收割机的使用性降低，用的次数少了油耗量自然就降低了。 

下图 5.11为调查的收割机的使用频率与油耗量之间的关系： 

 

图 5.11  调查的拖拉机使用频率与油耗量关系图  

如上图 5.11 所示，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多次使用收割机的油耗量反而比使

用次数少的油耗量要少，这可能因为使用次数多时每次使用消耗的油要少，也可

能是由于使用频率少所以每一次使用的时间较长，而长时间的使用使得收割机的

油耗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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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播种机的油耗分析  

由于调查中播种机的容量仅为 4台且数据较一致，作关系图不能反映出规律

性，故列下表 5.4所示： 

表 5.4  调查的播种机使用情况  

功率（kW） 
使用年限

(年） 

农忙使用油

量（次*每次
加油量） 

农闲使用油

量（次*每次
加油量） 

总用油量

（升） 
农忙时间

（月份） 

51.45 9 2*50 4*5 120 6 

51.45 9 2*50 4*5 120 6 

51.45 8 2*50 4*5 120 6 

51.45 9 2*50 4*5 120 6 

由上表可知，播种机的一般使用时间为 6月份，农忙时间较其他农业机械要

短，每年大约使用 6次，总油耗量约为 120L。 

 

3.5   调查的四种农业机械油耗情况  

   根据所调查的四种农业机械的油耗情况，将四种农业机械油耗进行比较，见

下表 5.5所示，三轮车的功率一般在 10kW~20kW之间，农忙时油耗量高于农闲

时一倍左右，平均年油耗约 271L；拖拉机功率 70kW或 73kW，农忙时油耗量也

约为农闲时的两倍，年油耗量约为 301.5L；收割机的功率一般为 60kW~75kW之

间，农忙时油耗量比农闲时要高，但没有固定的倍数值，这可能由于每个人家里

种农作物面积大小所决定的；播种机农忙时、农闲时油耗量均小于前三者农业机

械，这可能因为播种机年使用时间较其他农业机械短而导至的。 

    从所得数据整体趋势上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功率越大全年油耗普遍不一定

越高，这可能也和全年使用频率以及机械的受损程度等密不可分。由表 5.5可知，

天津市三轮车总油耗量约为 3.12万吨，拖拉机约为 0.39万吨，收割机和播种机

分别约为 0.15、0.19万吨。四种农业机械总油耗量为 3.8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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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2010年天津市调查的农业机械耗油情况  

机械分类 功率（千瓦） 
农忙油耗量

（升） 

农闲油耗量

（升） 

平均全年油耗量

（升） 

各种类油耗

均值（升） 

各种类保有

量（台） 

各种类全年

总油耗（万

升） 

各种类全年

总油耗（万

吨） 

 10 200 100 300     

 13 174 87 261     

 14 194 62 256     

三轮车 15 200 100 300 271 135300 3666.6 3.12 

 18 200 100 300     

 20 130 80 210     

 70 198 113 311     

拖拉机 73 192 100 292 301.5 13000 391.3 0.39 

 60 100 100 200     

 70 200 20 220     

收割机 73 301 87 388 368.8 4000 147.5 0.15 

 73.05 500 100 600     

 75 336 100 436     

播种机 51.45 100 20 120 120 18200 218.4 0.19 

4  天津市农业机械总油耗量估算  

由以上所调查的农业机械的动力与天津市所对应类型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

关系，分别推测出天津市各类型农业机械总耗油量，即可得到天津市农业机械总

耗油量，所调查的农业机械动力与耗油量情况见表 5.6，推测出来的总耗油量见

表 5.7所示。 

表 5.6  天津市调查的农业机械情况  

大中型拖拉机

动力（kW) 
大中型拖拉机油

耗量（L） 
小型拖拉机动

力（kW） 
小型拖拉机油耗

量（L） 

7549.6 37366 471.43 14838.8 

 

运输+种植业
机械动力

（kW） 

运输+种植业机
械油耗量（L) 

其他机械动力

（kW） 
其他机械油耗量

（L) 

3332.85 30520 1004 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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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天津市农业机械耗油量  

大中型拖拉机油

耗量（万升) 

小型拖拉机油耗

量（万升) 

运输+种植业机

械油耗量（万升) 

其他机械油耗量

（万升) 
总油耗量（万升) 总油耗量（万吨） 

266.9 1025.8 4361.0 478.5 6132.2 5.2 

由上表 5.7可知，天津市农业机械总耗油量中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的耗油

量占的最多，约占 71.1％，这与其在天津市的保有量比重很大具有密切关系，其

次为小型拖拉机，约占 16.7％。结合前面表 5.5计算结果可知，三轮车在运输机

械中耗油量最大，天津市农业机械的总耗油量约为 5.2万吨。 

由前面各种农业机械油耗分析可知，农业机械的功率对其油耗的影响并没有

想象的那么大，使用年限和使用频率等因素对油耗的影响不容忽视，使用年限的

长短直接影响农业机械的老化程度，进而影响机械油耗，使用频率的多少可能会

影响农业机械是否处于在长时间工作条件下，有的农业机械在长时间工作下，油

耗会越来越多，此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因素影响着油耗情况。本研究调查了四种

农业机械，并统计计算出天津市这四种农业机械的年油耗量：三轮车为 3.12 万

吨、拖拉机为 0.39万吨、收割机为 0.15万吨、播种机为 0.19万吨，又根据所调

查的农机和天津市几大类农业机械动力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天津市总油耗量为

5.2万吨。 

但由于被调查对象大多为从事农业生产劳作的的使用者，对有关农业机械相

关指标的许多专业术语不是很了解，且在从事生产过程中也为对燃油使用情况进

行过具体记录，故所得数据真实情况会存在一定误差。例如，功率一项，被调查

者提供数据大多以马力为单位，且大多为大约数值，统计结果时我们依据公式换

算成国际通用单位千瓦；对于每小时平均油耗及平全年总油耗两项，则是根据被

调查者的每次加油量多少、加油频率和全年农及农闲时的使用情况换算得来，这

两项为所有统计数据的平均值，因此跟所提供数据准确性和实际使用情况真实性

有很大关系。虽然这些数据不是非常精确，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整体感觉上的

认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天津市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5.2 万吨，其中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

的年油耗量最大为 3.7万吨，其次是小型拖拉机为 0.87万吨。因此，在天津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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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的柴油利用率对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2）由图 5.3~5.11可知影响农业机械油耗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农业机械的

使用活动情况占主导地位。 

（3）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研究中农业机械的油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

研究中的样本容量有点不合理，主要数据太过一致，另外，本研究利用三个因素

对农业机械油耗影响进行讨论，缺乏充分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对

其油耗的影响，故对农业机械的保有量情况、油耗量情况以及影响油耗的一系列

因素的研究亟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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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建议  

1  总结  

（1）  各省份燃油消耗总量情况比较  

 

图 6.1  四省份与全国农业机械总油耗量对比  

根据前几章的重点分析，得出上图 6.1，由上图可知安徽省农业机械全年总

油耗量为 96.24万吨，其中拖拉机油耗量最多为 43.51万吨。河南省农业机械全

年总油耗约为 97.8万吨，其中小型拖拉机的年油耗量贡献最大为 58.9万吨，其

次为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江苏省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41 万吨，其中种

植业机械和运输机械的年油耗量最大为 23.9万吨，其次是小型拖拉机为 13.5万

吨。天津市农业机械全年总油耗约为 5.2万吨，其中运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的年

油耗量最大为 3.7万吨，其次是小型拖拉机为 0.87万吨。由以上求各省份总油耗

量方法估算出 2010年全国总油耗量为 1829.3万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提高运

输机械和种植业机械的柴油利用率对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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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农业机械油耗的影响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随着功率的增大农业机械的年油耗量也随之增大，但功率增

大到一定时，由于使用性的限制，油耗量反而减少。 

农业机械使用年限越长，农业机械的燃油消耗越多。在投入使用的农业机械

在头几年中，动力性、经济性和可靠性比较理想，能够达到出厂标准。但随后几

年，拖拉机燃油消耗率不断增加。使用年限超过八年，技术状态就开始变坏，但

还可维持最低技术指标，但是超过十二年后，拖拉机性能严重恶化，油耗呈直线

上升。 

总的来说，使用情况、使用年限和机械功率共同影响着其总油耗量的大小，

在使用情况和使用年限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功率对总油耗量大小的影响较大，但

当使用情况和年限有一定差别时，其对总油耗量大小的影响比功率对总油耗量的

影响大很多。 

2  建议  

（1）加强农业机械油品标准和排放标准的管理监督，有效实施针对农业机械的

节能减排。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所适用的柴油标准为 GB 252-2011普通柴油标准，排放标

准为 GB 20891-2007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但在本项目的实地调研过程中，这些标准并不为人所熟知，

需要加强管理监督。 

此外，上述柴油标准和排放标准相对于机动车相应标准仍有差距，有继续提

升的空间；而且农业机械的种类繁多，功率变化范围大，其排放标准应进一步细

化以保障其切实可行。 

（2）完善农机服务体系，提高农业机械从业人员节能减排意识 

农业机械在使用过程中的能耗排放也与操作状况密切相关。建议建立各级培

训机构，扎实开展农机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完善县、镇级基层管理人才培训服

务体系，加强基层农机培训机构建设。 

（3）进一步优化农业机械结构，均衡农作物机械化作业水平 

例如：推进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提高经济作物机械化水平、鼓励报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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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机结构优化。 

（4）多渠道搭建农机政策平台，推动节能减排农业机械发展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发现农业机械老化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节能减排效果。

国家虽然有农机补贴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对节能环保型农业机械

的政策引导，促进农户购买节能环保的农业机械新产品，加强节能环保机械的示

范和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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