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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积极参与电动农机制造业发展的建议

在“双碳”背景下，研发更低排放、更高效节能的电动农机

成为行业发展的热点。2022年 7月，市政府印发《宁波市扎实

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明确到

202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的目标，并提出鼓

励支持农机制造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施小型农机具研发攻

关计划，研发适应我市特色产业发展的农机装备和丘陵山区适用

机械装备。这些都为我市电动农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作为制造业大市，我市在农机制造方面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建

议我市积极参与电动农机制造领域，打造新业态的“专精特新”

单项冠军。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电动农机技术还不够成熟。国内电动农业机械研发起步

较晚，研发水平相对落后。当前对电动农业机械研究重视不足，

没有实现电机技术从电动车到电动农业机械的有效迁移，不能充

分保证电动农业机械在电池供电情况下维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强度。

二是电池技术影响电动农机大范围推广应用。作为农业生产

工具，电动农机耗电快，备用电池的成本高，频繁更换电池也会

导致作业效率降低，大规模推广电动农机需要电池工业的支撑。

不少农户测算，更换电池的费用与燃油费用相当，加上环保意识



—2—

还不强，所以对电动农机应用的积极性不高。

三是电动农机的安全性还不过关。由于未能在电动农业机械

的绝缘防护研究上取得突破，导致电动农业机械应用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同时，我市尚未实现电动农业机械研究与农业智能化

的紧密结合，农民对于电动农机的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需要在

新农人中加强宣传推广，提高农作现代化。 

以上问题的存在，对宁波来说，就是制造业突破的机遇。因

为电动化农业机械发展已渐成趋势，宁波有电池技术进步的研发

基础和相关投入，换道农机，突破续航能力应该不成问题。为此

建议：

（一）明确发展方向，强化科研攻关。以推动电动农机小型

化、智能化、自动化为发展方向：缩小电动农业机械的体积，提

高其灵活性；推进农业机械电动化与自动驾驶、车联网等自动化

技术相结合；提高农业电动机械完成农业作业的智能水平，从而

拓展农业电动机械的应用领域。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力度，

协同推进“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龙头企业成立联合体，打破学科、校际、校企壁垒，鼓励共同申

报绿色智能化农机重大研发项目，推动成果转化。

（二）加大扶持力度，推进电动农机购买力。加大对绿色智

能农机设备的补贴力度，在补贴资质方面突出农机科技自主创新，

提高高端、绿色、智能农机产品的补贴额比例。鼓励、支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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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购置使用电动农机设

施设备，对大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无人植防飞机等机械装备

安装应用北斗导航、智能监控设备给予补贴。为农机大户办理购

机补贴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三）科学布局产业，推动产业发展。以新能源、智能化为

核心，合理规划产品布局，提高电动农机产品配套能力，逐步形

成电动农机体系，形成产业集群。鼓励农机制造企业与电驱、电

池、电机、电路控制、线束等企业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借助供

应链上游企业解决技术瓶颈问题。加大招商引资、引技、引智力

度，引进优质企业来我市设立电动农机研发、生产基地。

（四）建立电动农机装备操作人才实训学校，培育应用市场。

加强农机自动导航、无人驾驶、精准作业、智能监测、物联网、“互

联网+农机作业平台”等机械化信息化融合装备与配套农艺技术

培训，强化农机农艺内容教学，使新型高素质农机手既懂农机又

懂农艺，提高人与机器的结合度。规划建设电动化智能化机艺融

合培训示范基地，发挥窗口示范效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技术

试验推广、服务机制创新，示范引领电动化智能化农机农艺融合

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