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推

进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 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便开始了农业现代化建设， 特别是

在上世纪 50～70 年代的集体化时期， 在毛泽东

农业机械化思想的指导下， 曾有过一次轰轰烈

烈的农业机械化运动， 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中

国农业机械化运动的功过， 特别是有关毛泽东

农业机械化思想有过诸多评议 ［1］，但鲜少触及

当时农村开展农业机械化实践的微观分析。 为

此，本文立足于乡村，从微观的角度，结合当时

的历史史料和乡村访谈， 探讨桂北宜州市在集

体化时期推行农业机械化的实践成果。
位于广西中部偏北的宜州市 （集体化时期

为宜山县，1993 年撤县设市后为宜州市， 下文

均称宜山县）是桂北农业大县，全市土地总面积

578.97 万亩， 折合 3859.82 平方公里。 1974 至

1987 年间耕地面积在 63～64 万亩之 间， 人均

1.2 亩，劳动力人均 2.8 亩。 1990 年全县 20 个乡

镇耕地共 68.54 万亩，人均 1.2 亩，劳动力人均

2.77 亩。 ［2］（P84,P157）自 1956 年成立高级社到 1979
年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为宜山县

集体化时期。 集体化时期的宜山县，响应广西区

党委、政府的政策安排，经历了从农具改良和新

型农具的推广应用， 到以发展拖拉机和插秧机

为代表 的农业机 械化建设 高潮 阶 段， 最 终 在

1979 年全面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重归

农户自主经营。 探析这一历史进程中农业机械

化的实践过程， 发掘其对当代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有益启示有着重要意义。
一、 农具改良及新型农具推广 （1956～

1960）
宜山县境内自然环境优越， 地势较周边石

山地区平坦，宜耕土地较多，加之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气候宜人，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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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无霜期长，十分有 利于农作 物的生 长。 在

1958～1960 年广西农业厅编制的土地利用区划

中，宜山县为中部粮食 经济作物 区，主要农 作

物以水稻、玉米、薯类、豆类、黄粟、小麦和高梁

等 为 主，经 济 作 物 有 花 生 、甘 蔗 、油 菜 和 芝 麻

等。 ［3］（P112）以传统的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兼以一

些经济作 物生产构 成了当地 农村社会 经济的

主要来源。 与之相关的是当地传承已久的传统

农业生产工具，在 50 年代的农业调查中，发现

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畜力犁、耙、
锄、刮、铲、镰、谷桶等木铁结构的传统 农具是

桂北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工具类型（见表

1）。 这些农业生产工具，除犁、耙可用耕牛带动

外，其余全部为人力工具。 如当时宜山县主要

的农具种类包括：铁犁、耙（稻田用铁耙、五 齿

耙、三齿耙、铲式荡耙、板式荡耙、梳耙、人拉梳

式荡耙）、锄、刮（方形刮、月形刮）、板锹、铁铲、
镰刀（大镰、中镰、锯镰）、柴刀、谷桶。 ［4］（P14-17）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

产仍采取传统的方式。 因此，1953 年毛泽东就

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 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

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 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

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 ”［5］（P107）落后的工具成

为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共八

届三中全会后，公布了《1956 年～1967 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 第 7 条规定:“根据生产需要，经

过地区适应性的试验和改制， 积极推广那些适

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 ［6］（P633-657）

改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成为新中国农业机械

化运动的首要任务。 针对当时广西农业生产长

期靠人力、畜力，农具粗笨、简单的特点，一方面

大量增补农村所缺少的旧农具， 一方面有步骤

地对旧农具进行改良， 引进和推广新式农具。
1959 年 11 月 8 号广西日报发表 《更高地举起

工具改革的红旗》的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更大规

模的工具改革高潮, 集中力量大力制造和推广

“四机”、“一犁”“一车”(即收割机、打谷机、插秧

机、甘蔗剥叶机、双轮双铧犁和木车)，力争在短

时间内实现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 根据自治区

政府号召，宜山县掀起了农具改革的浪潮。
宜山县的新式农具主要推广“五三”步犁，

双轮双铧犁、打谷机、玉米脱粒机、插秧机、木车

等新式农具。其中双轮双铧犁主要来自 50 年代

柳州机械厂，该犁主要以增加深耕，配合改良土

质，提高耕地效率为特点，其功效比普通木辕犁

提高 20～30％，因此获得重点推广，成为广西农

村普遍使用的水、旱两用畜力犁。 1957 年宜山

太平公社黄麻村就曾组织双铧犁代耕队， 通过

双铧犁深耕的特点，将原来的沙泥土田深耕，深

耕 6 寸至 1 尺，3 犁 3 耙，结合施肥改土，使其

具备保水保肥的作用。同时，双铧犁还具有 1 天

1 人能犁 8 亩田的高效耕作能力， 使新型双铧

犁得以快速推广， 当地的矮山和太平两个公社

就有超过 100 架的双铧犁。 ［7］至 1959 年，宜山

县各式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数量较解放初有了

显著的增加，除了各类畜力农具（犁、耙），各式

半机械式农具也都开始使用（表 1）。

1958～1960 年的农具改良运动吸引了众多

农民群众的参与，改良、创造和推广了从耕作、
种植、排灌、植物保护、中耕、收获、脱粒、运输到

农副产品加工等各生产过程的农具， 这些改良

农具和新式农具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特别是新式犁和插秧机、打谷机等半机械化

工具的使用， 使农民切实感受新式农具带来的

变化，进一步激发农民改良农具的积极性。
农具改良盛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农村

经济的需要，由于新式机械化农具成本颇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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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2～1989 年宜山县机耕面积统计图

资料来源：1972～1977 年数据来自各年度宜山县农机工作总结，档

案号：49-1-(9、13、18、20、23)。 1985、1989 年数据来源 《宜州县志》第

161 页农机具。

通合作社难以承担，于是自主改良农具的风气，
也正因如此，培养了一批本土农具修理、组装、
改良的人才，真正做到了“全民动手，人人当工

匠，户户是工厂”。 例如太平公社黄麻村的工匠

兰永基，就凭其精湛的木工技艺，为村里修制牛

拉种豆机、 人力插秧机和牛拉式插秧机等新式

农具。此外，怀远镇独山大队的潘毓秀自己设计

了一台收割机， 三岔公社板纳大队一个木匠创

造了一个中耕器， 各公社也组织力量创制新农

具， 龙头公社农具厂就制造了玉米开行、 条播

犁，石别公社农具厂业制成了三用脱粒机等，不

管是个人还是集体，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都大

胆探索、积极创新，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做出自

己的努力。
二、 拖拉机和插秧机的推广应用 （1960～

1979）
1959 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和“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
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的论述，吹响了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运动的号角。 ［8］（P573-574）随后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推动的办法， 自上而下

实施农业机械化建设。 同一时期广西农业机械

化推动工作也获得了空前发展， 各类新式农业

机械数量逐年递增， 其中以拖拉机和插秧机的

推广为重点。
（一）拖拉机的购制与使用

上世纪 60-70 年代， 在新式农具推广和传

统农具改良的同时，广西一并引进、研制和推广

现代农机。 到 1965 年， 广西已有拖拉机 1273
台，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20 马力及以上）1214
台，小型拖拉机 59 台。 ［9］（P58）宜山县在 1959 年获

自治区奖励东方红－54 拖拉机 2 台， 开始用上

了拖拉机，并于次年设拖拉机站，但 1969 年拖

拉机站被撤，拖拉机转交重点社队经营，同时设

立大队农机站。 1975 年自治区确定宜山县为全

区 40 个粮蔗区机耕县之一， 拨给大型拖拉机

71 台，推土机 23 台，1976 年成立机耕队，并实

施购机补贴政策。 1978 年洛东、德胜 2 个公社

被定为自治区农机“四化”试点（指电器化、农机

化、水利化、化学化），各拨给无息贷款指标 100
万元，先后购置了大中型拖拉机 71 台，手扶拖

拉机 625 台， 两个公社的大中型拖拉机及手扶

拖拉机数量占全县总数量的 34.61％。1979 年全

县大中型拖拉机达 366 台， 手扶拖 拉机 1591
台，全县农机总动力 4.89 万千瓦。 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宜山县农业机械总投资达 1657 万元，
其中政府补贴费 207.8 万元，银行贷款 603.7 万

元，社、队自筹 845.50 万元。 ［10］（P161）可以说在这

一时期，宜山县实现了拖拉机从无到有，从试点

到普及应用的一系列转变。
上世纪 70 年代宜山县推广拖拉机的过程

具有显著特点： 一是拖拉机拥有量的迅速增加

（图 1）。 从 1970 年约 100 台（大中型拖拉机及

手扶拖拉机）发展到 1979 年近 2000 台的数量，
特别是手扶拖拉机的拥有量增长最为迅速，其

中又以 1975－1979 年增长最快。 二是各社区机

耕、机耙的面积快速增长（图 2）。 按 1977 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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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 世纪 70 年代宜山县拖拉机拥用量增长图

资料来源：宜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宜州市志［M］.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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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耕地总面积 64.30 万亩计， 当年机耕面积

占 52.7％。 但这种显著的机耕面积增长趋势随

着 1980 年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第一次农业机

械化运动的结束而萎缩。 三是乡村机手和维修

人才增加。全县各公社均建有农机修造厂，实现

拖拉机就地维护和检修，与此同时，各乡镇还涌

现了一批本土农机操作手和维修技工。此外，拖

拉机在开荒、运输、机引农具等方面也起重要作

用。 1979 年，实现拖拉机平整土地 49318 亩，修

水利 117028 标台小时，拥有机引犁、耙的数量

分别达到 684 和 1805 具。
同时， 快速发展的农机化进程也遭遇了许

多困境，据 1973 年 7 月份矮山公社东风大队的

机耕情况调查显示， 下放管理权到公社的拖拉

机站在实际的管理中遇到很多难题。
牛岩生产队：生产队中田地高低不平，石块

多，能机耙面积很少，且上级配备的拖拉机机量

少，生产队也无能力自筹经费购置。
寺北生产队：拖拉机站受大队集中管理，但

需要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参与， 这样才能在合

理的安排生产。 此外， 拖拉机站财务管理很混

乱，自六七年起就未清理过，生产队未用完的经

费也不能退还及清理帐目。
奇龙生产队：拖拉机站的领导不得力，机手

不服从领导，对机子不爱护。拖拉机在农业生产

中的实际应用还存在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生产

队机耕路未修好， 不便于

机耕运作。
上山崽生产队： 拖拉

机的管理，如果放在大队，
则面太宽，不易调动，小队

管理，又出现负担重，经济

开支困难的问题。 此外，机

手的管理也应加强， 有些

机 手 不 太 遵 守 规 章 制 度 ，
工作很不尽心。

凤凰生产队：机耙最受

妇女欢迎，容易插秧，但是

存在拖拉机数量少，下队太少、难等的问题。 ［11］

从生产一线反馈的信息看，存在以下困境：
首先农业机械量不足； 其次受地形制约适合机

耕的土地面积有限； 第三拖拉机站的管理不规

范，设备调配、人员安排等情况混乱。
随着 1979 年始宜山县各地开始实施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原来集体所有的农业机械等

器具也随之进行分配。 多数公社将一些不适合

本地耕作的大中型农机转卖外地， 其余农机

均折价卖给个人， 大队农机站同时结束。 1982
年 5 月起政府允许户营农机， 手扶拖拉机迅速

增加，但由于土地分散经营，此时手扶拖拉机多

用于经营运输，只有少数用于农业耕作，以致出

现拖拉机大量增多， 而机耕面积反而大减的现

象。
（二）插秧机的试验及推广工作

插秧机的推广是广西机械化运动的重要工

作，在 1959 年的农业工具改革中就提出要实现

插秧的机械化，同年 6 月，广西农业机械研究所

研制成 功广西 59-3 型 人 力 水 稻 插 秧 机，1960
年该机械被确定在全国定型推广，1965 年 6 月

通过国家鉴定，命名为广西 65 型人力水稻插秧

机， 成为 插秧机推 广的主要 机型。 宜山 县从

1960 年即开始进行水稻插秧机试验活动，1963
年开始引进和使用广西 59-3 型人力水稻插秧

机，并培训插秧机手。
1960 年在宜山县矮山公社畔塘村第五和

第六生产队开展插秧机推广试点工作，到 1965
年，先后在矮山、太平等公社开展各类插秧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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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试验（表 2）。 试点试验显示，插秧机在工效上

比手插具有明显优势，插秧机具有插得快、抢季

节、降低劳动强度等特点。
另外， 水稻插秧机的试验活动也是检验插

秧机性能和调整插秧机性能的过程。 在插秧机

田间试验（表 3）中，从秧亩质量（伤秧率、漂秧

率、漏插率、有效秧苗合格率），插秧均匀度、栽

插深度等方面进行考察。从 1963 年洛东晚稻机

插验收结果来看，机插密度比手插高了 47.8％，
机插田比手插田亩产增产 26.7 斤干谷，增产率

约 7.6％。 这主要得益于机插秧规格密度合理，
比手插每亩增约 5540 穴秧苗，合理密植和苗数

使机插主穗数谷粒多且饱满， 是增产的主要原

因。
经过几年的试验及推广， 到 20 世纪 70 年

代， 宜山县水稻插秧机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图

3），全县插秧机的拥有量逐年上升，并在 1976
年达到拥有量的最大值。

水稻插秧机的拥有量增加， 意味着可实现

机插面积的增加（表 4）。 到 1977 年，重点推广

插秧机的公社，如怀远公社的安马、拉高大队，
流河公社的洛漏、 乍洞等生产队实现了晚稻机

插面积 50％以上， 全县更是有 114 个生产队实

现了晚稻机插化， 全县晚稻机插面积达 66689
亩，占全部晚稻面积的 24.7％。

水 稻 插 秧 机 的 大 规 模 试 验 与 推 广 工

作， 推动了地方农机修理技术的进步和乡

村技工的出现。 1976 年县农机厂共销售水

稻插秧机 1282 架， 其中有 29 个大队设立

了修理站， 各公社培训的水稻机插能手也

在逐步增加，涌现了一批机插劳动标兵，极

大的推动了各公社农业机械化的利用，如

矮山东风大队的兰永基，在 1956 年通过模拟和

仿制，成功将原 59－3 型木制手动插秧机改造成

为四行牛拉铁木插秧机 1 台， 试用成功后该机

型被当成样版示范，一度被视为劳动标兵典型。
但水稻插秧机的推广中也存在许多问题。

其一是插秧机的闲置问题。 由于当时插秧机多

为木制，机器耗损很大，甚至有部分机子当年使

用过后，第二季就不能再用，造成了大量机器闲

置 （表 5）， 最高如石别公社， 闲置竟然达到

75.23％。 较早进行插秧机试验与推广的矮山公

社也有高达 66.26%的机器闲置率。 更多生产队

由于插秧机易出故障，零件更换难等问题，宁愿

手插也不愿使用机插； 其二是水稻插秧机对育

书书书

! !""#$%& #$ %! ’()*+,-./012!

!" #$%&
!’"

()*
!+,&’"

-.()*
!’&/0"

1$23
!4&’"

567,
89!’"

:; #$ %! " ()!* +)#,, -)(- --.#+ #+)-*
<; #$ %! " -,)*/ +)*#/ !)-$ .$!*+ ,!)!$

""=>?@#.$*! ABCDE$F!GHIJKL$MNO#,$ %. %.$BPQM

NR%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数量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图 3 20 世纪 70 年代宜山县水稻插秧机拥有量

资料来源：宜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州市志［M］.广西人民出版

社,1998,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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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的要求较高，增加了操作的难度。插秧机一般

要求早稻是半水育秧，晚稻是水播旱管，这样水

稻秧苗可 以有效 的控制在 有利于插 秧机的苗

高，但大多数公社由于缺水等客观原因，早稻育

秧一般都采用旱育的方式， 这种育秧方式秧苗

较矮、细小且根短，达不到插秧机要求的标准，
并不能用于插秧机播插， 这也是当地水稻机插

多以晚稻为主，早稻机插所占面积有限的主因；
其三是水稻插秧机的使用需要多人良好配合。
水稻插秧机运行需要一架机子配备机手 2 人，
3～4 人扯秧，2～3 人犂耙， 还需要每 3～4 架机子

搭配 1 个送秧员。 劳力调配合理，则犁耙、扯秧、
送秧、插秧等四个环节就可以连贯运行，但在实

际操作中，特别是集体化劳动过程中，很容易出

现劳动人员配合脱节现象，影响机插的效率。
水稻插秧机从 1963 年始正式引进一直推

广到 1978 年，因机手劳动强度过大，对秧苗要

求高，辅助工序多，木铁结构损耗大、维修难，加

之老式插秧机不适应推广杂交水稻单株载培的

方式， 最终暗淡地退出农业机械化运动的大舞

台。
三、成效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农业机械化运动，
虽然未能最终实现其设想的宏伟目标， 并随着

1979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结束。 但

为期近 20 年的农业机械化实践在改变中国农

村传统劳动工具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却又在促

进农业发展上略显不足。
桂北宜山县在自治区政府行政推广号召

下所进行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当

地农业工具的变革与创新，在 1956～1960 年的

农具改良大潮中，宜山县的农民根据自己对农

耕工具的需求， 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一

方面降低工具更新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是针对

当时现实的经济状况做出的技术选择，在培养

本土技术人员上也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从现

实经济环境出发所探索的技术变革道路并没

有得到坚持和优化，在 1960～1979 年的机械化

运动中，由于政治策略上的失误，政府实行强

制性变迁策略，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农具机械

化运动，力推苏联模式，忽略了自然、经济、人才

等内部条件的现状， 虽然经过 20 年的推行，但

也仅在机械数量上占有优势， 在现实利用率和

功效上并不尽如人意。
由于技术的可行性往往与地区资源环境及

社会条件相关， 不同的资源条件和社会需求会

诱导出不同的技术类别， 这在农业发展中尤为

显现。 例如，在缺水的北方地区，农业技术的发

展往往以节水为方向进行， 而在雨量充沛的南

方，则考虑发展排涝技术。虽然制度激励在农业

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但决定技术

发展方向的确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类别。 结

合分析宜山县集体化时期的机械化运动， 发现

宜山县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土地并不规整，且人

均耕地面积很少， 真正适合机耕的面积极其有

限，属于人多地少型，按常理应发展提高土地利

用率和产出率的技术。 但恰恰相反， 集体化时

期，政策性的强制推行，机械化运动轰轰烈烈展

开，机械化作为一种节约劳动力的农业技术，毫

无疑问应当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但由于脱了现

实的需求，机械闲置率居高不下，机械设备并没

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革，无论

是从外部引进还是从内部自发， 它的应用与发

展都离不开当地的环境现实和经济基础。 历史

证明，由于各地现实环境差异，在发展农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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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认清自己， 从现实出发利用和平衡好各

种资源， 不能妄图在技术和制度上都采用强制

性变迁的方式展开， 必须充分考虑国家或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村的社会资源条件， 绝对不

可以为机械化而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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