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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型企业、科研院所

更侧重于中低层面上的研

究项目，更倾向于搞小的应

用和技术改造，而联盟的项

目都是大型的，属于科技攻

关性质，可以带动产业发

展。

总投入近3亿
开发高性能装备近百种

400 马力重型拖拉机、无人驾驶旋耕机、施药无人机、三行通用

型采棉机、西红柿采收机、花生收获机……

今年3月底，“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代多功能农

机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在河南郑州通过验收。项目由农业装

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实施，是农业装备联盟组织实施的第 2

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项目总投入近 3亿元，专项投入 1.29亿元，

是截至目前农业装备领域财政投入最大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项目取得了一批支撑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标志性科技成

果，为全面完成农业装备产业科技“十二五”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

础。突破了农机先进设计制造、重型拖拉机无级变速传动系 CVT技

术、大喂入量脱粒分离、作业导航及控制等关键共性技术 150 多项，

开发了 400 马力级重型拖拉机及配套多功能田间作业装备、10 公斤

每秒通用型谷物联合收割机、三行和六行采棉机、番茄与甘蔗收获

机、产地商品化处理装备等高性能装备近 100种，申请专利近 350项，

获得软件著作权近 50项，发表论文 390多篇，成果转化应用收入超过

亿元，对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升级、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推进先进装备

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农机院、中国农大、吉林大学、中国一拖、现代农装等牵头，

80 多家优势单位参与，汇聚了行业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和资源，形成技术特色资源

相对集中、生产制造优势充分发挥、近 1000 名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的

12个产学研合作创新团队。通过项目引导，进一步凝聚形成以农业

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核心，优势科技资源集聚，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结合的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机制。项目培养技术

骨干、研究生 1000多名，在北京、黑龙江、广东、新疆等 20多个省区市

建立试验示范、中试生产基地近 80 个，覆盖了农业装备技术创新和

产品研发的主要技术领域。

约访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

单位负责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傅泽田

时，他正忙于一年一度的招生在线答疑，但一听

是联盟的事，立马应承下来：“联盟相当于一个大

兵团在战斗，这个值得说。”

科技日报：提到农业相关的研究，很多人会

想到中国农业大学，当初咱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加

入这样一个由企业牵头成立的联盟？

傅泽田：学校虽然做基础科研是强项，但是

欠缺对科研应用，以及产业急需科研成果的认

识，靠它本身很难做到科研成果的转化。而联盟

把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联合起来，朝着一个相近

的科研方向，把产品与产业联系起来。比如说依

托联盟这样一个组织，学校、企业与科研院所能

通过交流，了解产业的上、中、下游的完整需求。

学校增强自觉意识，关注产业发展需要，便于已

有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深化和开发，最后到相关的

企业去孵化，很快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人才。研究

生是科研的主要力量，通过与企业联系，加深了

对实践知识的认识，便于他们学以致用，这样做

出的科研成果更有针对性。

科技日报：科研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造成

研发投入的巨大浪费，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提的

话题。联盟在促进学校研究成果产业化方面的，

您能否举些具体的例子？

傅泽田：比如，我们最近参与的项目“现代多

功能农机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究”，这差不多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装备方面最大的一个项

目，国家投资是一个多亿，项目内容覆盖：农业共

性技术、智能化，大功率的拖拉机，智能化的机器

人、农用飞机等方面。这个项目充分体现了学校

的优势，由于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很强，重点研

究农机制造业方面的共性技术，像生产过程的现

代化、智能化、自动化；装备方面的材料加工、设

备加工；设计方面的现代化等共性技术，这些企

业都非常需要。

如果没有这样的联盟，过去这些项目都很难

提出来。研究农业装备设计的智能化，机器加工

过程的智能化，过去是很少提的。而联盟出现

后，对于提升整个农机装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再比如说信息化技术，这个技术很超前。它

和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有关。这些技术

对于企业和某些科研院所来说相对欠缺一些，而

高校人才比较多，专业类别比较齐全。像机器人

这块，过去很多人以为农业不需要这么高端的技

术，其实恰恰相反，农业更需要。因为农业的作

业水平，作业能力提升能够大大的提升农产品的

竞争力。现在不仅需要产量高、质量好、还要安

全，更需要精细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实施。因此，

农业装备机器人的研发成功，填补了农业信息化

与智能化的空白。

总的来说，依托联盟，我们的科研项目数量

明显增加。过去，有些共性技术方面的项目不容

易争取。但作为联盟的整体大项目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比较容易获批，也便于我们研究成果

的快速转化。

科技日报：目前机器人已经取得了哪些方面

的成果，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的？

傅泽田：在设施农业方面，比如在温室大棚

里，附加值高，作业精准程度要求高，移栽、嫁接、

采摘的机器人都在研发。再比如苗圃里的嫁接

机器人。过去都是人工实施嫁接，效率很低，成

功率也不高，而机器人嫁接效率和成功率都很

高。像苗木嫁接的机器人，采摘草莓、黄瓜的机

器人，应用得都非常好。在这一过程中，联盟对

这些研究项目成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科技日报：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跟国外在

农机装备方面相差 30年。对于这个数字您是怎

么看的？

傅泽田：其实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推算，不是

很精确。实际上，在高端农机装备方面，国外有

的我们也有，比如智能化的装备、农业机器人、导

航定位精准作业装备，我们也在研发。但我国农

机装备水平整体上与国外相比确实有很大差

距。一方面存在一些基础工业的差距，像材料方

面的差距多长时间能赶上也不好说。另外，在加

工制造工艺方面的差距，比如国外的仿真技术、

虚拟技术在加工制造方面的应用技术已经很成

熟了，应用较广泛，而我们才刚刚起步，至于说这

中间差距多少年才能赶上，也说不好。

科技日报：针对差距，联盟又做了哪些工作？

傅泽田：联盟优势在于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

究。基础技术的研发，学校起主导作用，在其他

方面研发可能就需要几家一起合作参与。实际

来说，学校参与研发种类也很多，比如中国农机

院组织的一些项目，比如联合收割机，食品加工

机械等产品技术开发，这些我们都有参与。

科技日报：联盟汇集了那么多的行业龙头企

业和主导科技前研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利益分

配上，谁主，谁次？

傅泽田：任何有协作的组织都可能碰到这个

问题，我们一般是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谁强，谁来牵头；或者谁贡献大，谁就牵头。可能

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就目前来说，联盟做得还是

不错的。

科技日报：在联盟最初成立的时候，社会上也

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联盟汇集的全都是行业里有

优势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会不会形成行业垄

断？让那些中小型企业、科研院所更没话语权？

傅泽田：实际上影响不是很大的。研究其实

本来就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两者的项目类别不一

样。中小型企业、科研院所更侧重于中低层面上

的研究项目，更倾向于搞小的应用和技术改造，

而联盟的项目都是大型的，属于科技攻关性质，

可以带动产业发展。各司其职，大家各自发挥自

己的优势做不同的事情。

傅泽田：联盟是一个大兵团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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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经济到大型化智

能化机械为支撑的规模化农业模式的转变，是

我国几代农业机械人的“中国梦”。而不论是

自给自足的小农耕作，还是丘陵地区等自然环

境受限的地区，都应该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

实现“文明的生活，体面的劳动”，这正是工业

反哺农业的真谛。

“大农机、大联盟”的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建立起来的。8

月 17 日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

农机院、中国农业大学在北京召开农业机器人技

术发展研讨会，研讨农业机器人技术发展方向、

目标和重点任务。

7 年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牵头，

正式成立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

为科技部等部委推动组建的首批四个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之一，农业装备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现有成员单位 42 家，其中 14 家骨干企业位居

行业前列和专精特配套企业各具优势，规模及

收入占行业 40%左右，17 所大学具有农业装备

理论和基础研究优势，11 家科研院所具备地域

特色。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推进器推进器””

400 马力重型拖拉机、无人驾驶旋耕机、施

药无人机、三行通用型采棉机、西红柿采收机、甘

蔗收获机、花生收获机、甜菜切顶机等 23种代表

大型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及先进适用技术方向

的成果，在今年 3月份召开的“十二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成果展览会上集中亮相。

这些项目都是由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牵头组织实施,近 100 家单位、1000 多位

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后，取得的丰硕成果。

“依托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我

国部分大马力拖拉机技术已经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具备替代进口的条件和能力。”中国农机工业

协会名誉会长高元恩介绍说，联盟研发的棉花、

加工番茄、甘蔗、花生、甜菜等经济作物收获技术

装备填补国内空白，还有一些轻便型、轻简化农

机技术装备，为丘陵山地主要农作物、林果经济

型作业提供技术装备支撑。

近年来，联盟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结合产业

和企业重大需求，统筹项目、人才、基地，组织实

施了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大型农业动力、现

代农机智能技术装备、秸秆收集固化成型技术装

备等领域的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总投入超过

10 亿元，国家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支持 4 亿多元，

联盟研发基金投入 3100万元。

其中在农业装备数字化设计、可靠性技术与

自动监测、农机装备智能信息化等共性技术和重

大产品技术方面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 213项，研

制了多功能作业装备、农林动力机械、定位变量

作业装备等 159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适

用农机产品，建立了 150多个应用示范基地推进

新产品的试验示范，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

装备保障。

联盟秘书长、中国农机院副院长方宪法告

诉记者，如此多的项目交给联盟，充分体现了

联盟运行发展的成绩，体现了联盟在推进农业

装备领域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主导

作用，充分体现了科技部对农业装备联盟的重

视和支持。

科技产品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粮食安全历来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农业部

副部长陈晓华曾表示，让百姓吃上放心农产品，

除了加强执法监管，还应抓农业标准化，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更是将“确

保舌尖上的安全”这一主题引入到农机技术与装

备的研发之中。由联盟牵头实施的“十二五”国

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智能化农机技术与装备”

围绕以智能化农业装备与设施提升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需求，重点

突破智能栽插和采收、植物生长过程和环境信息

实施监测、水肥药关键农资按需施用等前瞻性技

术与装置，开发了大型复式种肥水药变量施用控

制、智能化种子精细加工、全自动嫁接育苗、瓜蔬

智能化生产与植物工厂等一批高技术重大装备

与设施。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进入形成重大技术成

果的关键阶段，在高效栽插、精密播种与高效分

离清选技术、种子智能化干燥及精细选别成套技

术、作物全自动嫁接育苗关键技术、瓜菜田间生

产智能化装备技术、农产品成套智能分选与节能

加工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技术突破。

方宪法介绍说，联盟瞄准田间生产和产地加

工与储运环节的关键瓶颈问题，突破高效生产、节

能生态环保等智能化农机装备产业共性关键和核

心技术，核心目标是要以最可靠、最先进的装备技

术保障农产品产后品质最严谨的标准的实现，发

展安全健康型农业，保障粮食和食品产出数量和

质量安全，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他举例说，水肥药精量施用技术装备减少了

水、肥、药投入，有效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把住生

产环境安全关，实现产出安全。基于光电识别技

术的农产品规模化智能分选技术装备有效解决大

宗农产品规模化品质分选与加工，在减少农产品

产后损失基础，提高了农产品品质。

智能化农机装备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农业装备联盟大大缩短了我们的研发周

期！”火红的大马力轮拖前，联盟副理事长、中国

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兴奋地对记者说。“单个

企业搞科研，时间会很长。有了联盟，聚集了最

好的国内资源包括国外资源，使我们的研制形成

合力！”

方宪法也认为：“联盟有效整合了行业优势

科技资源，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周期从 3 至 5

年缩短至 2至 3年。联盟形成了科学持续的研发

机制，减低技术创新风险，并且产学研紧密结合，

加快了技术的扩散应用。”

在方宪法看来，联盟的更大意义在于，创新

的农业产品还驱动了农机工业的转型升级。作

为我国农机领域产品研发和生产交流的最大平

台，除了联合具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共同开发大型

农用装备研制，完成重大农机研发项目，还网罗

和吸引了大批中小企业，实现了创新的农具的生

产推广，淘汰农机工业落后产能，提高产品档次，

优化农机产品市场结构，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带

动中小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同时，联盟创新机制将进一步推进形成完善

的产业链，促进产业的整合，以联盟骨干企业为

主体形成 3至 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

团。例如，在农机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以及

大马力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免耕变量播种

机、高地隙植保机械等重大产品技术方面形成了

167 项技术标准，支撑和保障高端技术成果快速

进入市场、形成产业。

大型多功能联合作业机具、高效联合收获机

械等一批高端农机装备实现产业化生产有力地

促进农机产品结构调整。中国农机院、山东时风

集团等成为国家创新型企业，中国一拖、福田雷

沃、山东五征、江苏常发等骨干企业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先进技术和产品辐射带动专精特中小企

业发展，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支撑了农机工业有

质量持续增长。

就在联盟“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之际，联

盟“十三五”规划亦提上议事日程。联盟理事

长、中国农机院院长李树君表示，“十三五”期

间联盟将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支撑现

代农业发展为核心，着力推进支撑我国由农业

装备制造和使用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农业装备产

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推进数字化设计与

先进制造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进以信息

化、智能化为技术特点的高端农机装备，以轻

量化、轻型化为特点的丘陵山区农业机械，以

保障高效生产、品质安全、生态环保为核心的

全面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研发，助推创新驱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支撑中国特色新型

农业现代化发展。

创新驱动农机工业转型升级

全球首次石墨烯产业化国际会议召开

由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欧洲 PhantomsFounda-

tion 和宁波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14 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1—3 日召开。本次大会是全球首次以推动石墨烯产业

化为目的召开的国际性会议，与以往学术会议不同的是，分会设置方

面完全是按照石墨烯产业化需求来考虑的。

据了解，石墨烯具有高导电性、高韧度、高强度等特点，在电子、

航天军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无论是芯片、负极材

料或超级电容器等储电材料，还是导电材料都有非常巨大的替代空

间，行业产值或达万亿。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成为了主力关注石墨烯

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评论认为，目前石墨烯产业关键和难点是相关材料的制备、转

移技术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上述进程推进尚需假以时日。鉴于

石墨烯优良的性质和未来广阔的应用空间，看好当前有相应技术储

备的公司，或与研究机构有广泛合作的公司。未来一旦石墨烯顺利

产业化，此类公司的研究成果有望快速转化为公司业绩，在产业竞争

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新疆成立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日前，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乌鲁木齐市

成立。该联盟首批理事单位共 48家，其中企业 40家，科研院所 1家，

高校 7家。

目前，新疆已初步建立以输变电装备、新能源装备、农牧机械、石

油机械、载重汽车及改装车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产业体系，部分领域

和产品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存在产业规

模不大、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工艺及零部件配套能力弱、各类人

才缺乏等问题，尚不能满足新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后，将借助联盟这

一创新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打通产业技术创新链条，加速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抢占技术制高点，支撑和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产业快

速可持续发展。各成员单位将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中的

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自治区科技厅将

在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申报指南编制、重大项目组织、项目评审和过

程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努力提升行业科技管理水平。

①①

①番茄收割机
②甘蔗收割机
③甜菜切顶机
④花生收割机 ④④

③③

②②

喂入量10公斤每秒通用型谷物联合收割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