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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紅工業遊」市場化
中國第一拖拉機集團的發展軌跡，就像新中國成立後農機業發展

的縮影，東方紅就是一個時代的記憶。據一拖集團宣傳部長田鵬介
紹，2010年一拖投資近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展陳面積近
5,000平方米，成立了東方紅農耕博物館，並於2012年啟動「東方紅
工業遊」，體驗中國唯一的全系列履帶拖拉機生產線、亞洲最先進
的大功率輪式拖拉機生產線等。
「東方紅工業遊」以商業化經營為基礎，實行市場化產業化運

作。如今，一拖每年都能接待3萬名遊客和高校實習生前來參觀、學
習，給當地帶來數千萬元的收入。近日，東方紅農耕博物館計劃推
出一套卡通明信片，選擇9款一拖最具代表性的產品，用動漫的形式
來展現，為工業遊「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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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整個農機行業科技人員水平不是很高，一味的只
是模仿，缺乏創新，而科研隊伍形同虛設。」河南科技大
學農業工程學院副院長張伏告訴記者，這也是中國農機行
業整體水平低於國外的主要原因，農機製造業應該是智能
化信息化的支撐，產學研用相結合，才能提高整體水平。
張伏稱，整個農機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比較慢，現在國

家都在倡導產學研結合，但是高校和農機業的結合都處於
斷層階段，高校是科研單位，農機是產業單位，這兩個需
要緊密結合起來，但農機業普遍沒有和高校聯合科研的想
法。他曾經帶隊到過洛陽市白馬寺周邊一個較大的農機行
調研合作，該企業也有創新投入科研的想法，但最終卻以
短期內沒有收益為由拒絕了合作。這讓張伏很遺憾。

國策提高大功率裝備使用率
「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會提高大功率裝備的使用率，

淘汰小型裝備。」張伏稱，國家政策在引導着農機業的發
展，這對北方平原地區是一個利好的影響，但適合山區丘陵區作業
的產品則處於起步階段，國家政策也會向此傾斜。由於山區丘陵地
區複雜的地貌，機耕道建設滯後，要求農機產品輕便靈活，能一機
多用，但這些產品在內地普遍較少，技術還需要進一步研發。因此
他認為，這些地區的農機產品將成為下一次農機業的經濟增長潮。
趙剡水也分析稱，「大功率農機裝備就是以後農機業科研的創新

點」。隨着國家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加快土地流
轉，實現農村規模化種植的要求，農機業行業格局
迫切需要大功率，大輪拖、智能化和綠色環保的自
動化農機裝備。

■應用大量智能化、自動化技術的東方紅動力換擋拖拉
機。

趙剡水籲農機調整商業模式

趙剡水稱，國家政策的支持促進
了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

高，帶動農業機械持續十年增長。
2004年開始，國家全面推行農機購
置補貼政策。10年來，補貼總額從
550萬元人民幣（下同）巨增到170
億元，大大刺激了農村消費市場，
作為農機業領軍企業的一拖因此獲
利。僅2013年，中國一拖大型拖拉
機銷量達10萬台，柴油機累積銷售
近20萬台。

補貼不宜重銷售輕創新
但銷量的持續增長並未讓趙剡水
感到輕鬆，反而令他覺得擔憂。趙
剡水坦言：「農機補貼主要集中於
銷售環節，這導致越來越多『重補

貼，輕創新，追求粗放增長』的企
業進入農機業。更有部分不良企業
抄襲他人，但卻無法提供服務保
障，以致服務亂象叢生，拉低了整

個行業的形象。」
數據顯示，目前農機企業規模以

上的數量達1,800至2,000家，產品
多集中在已經飽和的市場，如傳統
領域的大田作業收穫機、拖拉機
等。為此，趙剡水建議，國家補貼
應傾向於企業研發和創新，建立和
完善對農機行業准入和認證制度，
加快研究對農機產品准入和退出的
設限，嚴格實施質量、安全、環
保、排放等方面認證，完善相關法
律法規，保證農機業健康發展。
有專家分析，現有農機產品基本

飽和，而適合丘陵地區作業的產品
則處於起步階段。如不加快產品創
新，拓展應用領域，未來一定會淪
為工程機械行業產能過剩的下場。

山區丘陵區域必將成焦點
隨着土地集中、規模化經營推進

和農業合作組織的推進，中原區域
農業已基本實現機械化，作為農機
化薄弱環節的山區丘陵區域必將成
為焦點和熱點，惠農政策將進一步
為之傾斜，適合該區域需求的小型
機械也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製造業看中國
「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令中國

農機業持續十年高速增長，但

這一黃金時代已將成為過去。」作為農機行業的「標誌性」

企業，中國第一拖拉機（0038）董事長趙剡水接受本報記者

訪問時指出，由於農機補貼主要集中於銷售環節，導致該行

業出現高端機不足，低端機過剩，產品結構不合理，同質化

日趨嚴重。他建議，國家農機購置補貼應傾向於企業創新和

研發產品，企業亦應加快產品創新，拓展應用領域。國家應

盡快完善農機行業准入和認證制度，以保證農機業的健康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 洛陽報道

一拖拓金融合作擴銷售渠道
趙剡水坦言，雖然國家有農機業購置補貼，但

全款購機對農戶來說壓力仍較大。為幫助農戶購
機，一拖目前也提供相應的信貸金融服務，以買
方信貸和融資租賃為主。

融資租賃形式助農民購機
2005年，一拖開始與金融合作。中亞地區吉爾吉

斯斯坦以農牧業為主，對農業裝備有較大需求，在
資金不寬裕的情況下，多數農民希望選擇融資租
賃、分期付款等方式購機。在一拖的牽線下，中國
國家開發銀行與吉爾吉斯斯坦農業銀行簽署150萬
美元和1,200萬元人民幣的融資貸款合作協議，通

過融資租賃形式幫吉爾吉斯斯坦農民購買東方紅拖
拉機；2013年，一拖再次與金融合作，獲得埃塞俄
比亞1480台拖拉機訂單，刷新農機出口紀錄。
11月17日一拖發佈公告，出資1.1億元與洛陽
銀行、洛陽中冶重工機械、江蘇乾融集團共同出
資設立洛銀金融租賃公司。為購機農戶設計更為
多樣的租賃模式，滿足不同購機者的需求。
「現在的企業都屬於全球化企業，純技術策略

並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關鍵是商業模式。」
趙剡水稱，中國農機製造業在研發技術的基礎
上，要調整商業模式，即產業化和信息化的兩化
融合，調整銷售模式，拓寬銷售渠道。

■中國一拖拖拉機生產線。

■中國第一拖拉機董事長趙剡水。
李藝佳 攝

■一拖旗下的大型四輪拖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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