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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
中国农业机械化展望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201 8年1月21日，由中国捉业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主办、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支持、约翰迪尔(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捉业机械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中国农业机械

化展望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和捉业部等7

部委，中国工程院、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中国捉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

国农业工程学会等单位，部分地方农业与撩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部分捉业

机械科研机构和大型生产企业的领导、专家和嘉宾，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

共1 60余人出席了大会。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j人、部级领导1人、部委司局级领导30余人。

大会开幕式由中心主任杨敏丽教授主持，中国农业大学李召虎副校长、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白人朴教授、联

，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CSAM)主任李宇彤博士分别致辞。李召虎副校长介绍了学校学科建设、科研工作相

关情况，特别是在加强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支持农业机械化科研和软科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白人朴教授以翔

实的数据说明围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高禄业机械化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性、紧迫性。李宇彤博士介绍了

，CSAM在亚太地区所开展的工作、规划和目标，以及与中国捉业大学合作的有关情况，中国农业机械在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7．大会主题演讲及交流研讨分别由中国捉业，大学原副校长傅泽田教授、(中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壕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方言研究员(中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捉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刘恒

新站长(，中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会长刘宪研究员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

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研究员、蓰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总工程师贾文涛博

士、杞业部蓰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李伟国，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教授，科学技术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贾敬敦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研究员、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理司机动车环境管理处处长韦洪莲博士、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镜辉分别做了题为《小农分化与政策调整》《关于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

策体系的思考》《高标；隹农田建设及实施情况》《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机百年回顾与

展望》《科技创新与衣机产业转型升级》《农机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严格执法监督，推进捉机产业绿色发展》和

《大数据下的未来徒业》的报告。

专家们认为，。7全国农业经营户2006年有20 01 6万户，201 6年有20 74：5万户，呈现出小蓰分化趋势；蓰业应紧

随工业4．0进入农业4．0，智能农业装备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农业机械电动化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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