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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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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

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强于非粮食主产区.据此提出适当加大农机补贴

力度、培育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进入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山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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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短缺和成本的不断上涨诱发了农机

作业的扩散与发展,机械化作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必然趋势.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也为稳定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装备支撑.人地矛盾尖锐、购机能力不足、人工成本

上涨等现实农情催生和发展了我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来

满足农机需求,这意味着农业经营也能实现分工经济[１],发展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也是推进农业机械化

的途径之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我国农业机械化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全国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

贴规模由２００４年的０．７亿元增加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７．５亿元,在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加大的同时,农机

总动力从２００４年的６４１４０．９２万千瓦增加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８０５６．５８万千瓦,农业机械化水平从

２００４年的３４％提高了２０１４年的６１％,农机作业服务总收入从２０９７亿元增加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５３６０
亿元①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降低了补贴机具的购置门槛,增强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

的购机能力,为农业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农机购置补贴是否促进了农机

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农机购置补贴对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是否存在差异? 回答上述问题,对于优

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发展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对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效应,二是农机作

业服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三是农户农机投资行为.在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效应方面.学者认为农

机购置补贴降低了购机成本[２],增强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购机能力,提高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作业服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５期)

务主体对农机的需求[３],诱致了农户的购机行为[４],带动了先进适用农机具的购买和使用[５],提高了

农机装备水平[６Ｇ８].农机购置补贴激励了农户采用机械化生产技术,通过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９],在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缓解了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改善了粮食生产成本结构[１０],提高了粮

食生产效益和农户的种粮积极性[１１],继而促进了农民增收[１２].张宗毅等、周晶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正向影响[１３Ｇ１４].
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方面.杨进借鉴 AKerlof的分析范式从供需角度阐释了中国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形成机理[１５Ｇ１６],并指出农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进行农业生产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也是帕累托最优选择.蔡键等基于诱致性技术变强理论指出,地貌特征与经营规模不匹配是华北地

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形成的条件[１７].仇叶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剩余性需求和剩余性要素

导致内生性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形成[１８].董欢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演变历程,总结

了农机作业服务的基本特征[１９].舒坤良基于参照系统理论和博弈论分析了农机服务组织的形成机

理、合作机制和成员行为[２０].王新志基于分工理论解释了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对于家庭农场发展的

优势[２１].
在农户的农机投资行为方面.农户可以选择自主购机进行机械作业,也通过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满足农机需求[２２].学者们关于农机购置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融资能力直接体现了农户

的购机能力,对农户购机行为有正向影响[２３Ｇ２４],农机服务价格对农户购机也有正向激励作用;农户的

耕地经营规模越大,购机积极性越高[２５Ｇ２６];耕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的购机需求[２７];农户特征如受教育

程度、年龄、健康情况和培训经历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购机行为[２８].诸多学者也利用微观数据分析

了农机作业服务支出的影响因素,土地细碎化和农机服务价格会影响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需求[２９Ｇ３０],
农户家庭特征、耕地种植面积、劳动力稀缺性、地形条件也会影响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支出[３１Ｇ３４].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是,鲜有文献分析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

服务市场的影响,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本文尝试厘

清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以期发现相关研究结论,为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健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和推进农业机械化进

程提供参考借鉴.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１．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

农机购置补贴并非直接作用于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而是通过对购置补贴机具的购机主体予以补

贴,降低了购置补贴机具的实际价格,提高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作业服务主体的购机积极性,进而

通过农机产品市场和农机作业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来影响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农机购

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如图１所示.
第１条作用路径是“农机购置补贴———购机需求增加———作业服务供给增加———作业服务价格

下降———作业服务购买量增加”.由于补贴机具购买量的增加,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等购机主体的

作业能力增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增加,导致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价格下降,增强了农机作业服务的可

获得性,满足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购买需求,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上的购买量增加,从而

促进了农机作业市场的发展,即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入效应”.
第２条作用路径是“农机购置补贴———购机需求增加———自主购机作业能力增强———作业服务

购买量减少”.在农机购置补贴的作用下,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直接购机进行农机

作业,“自给自足”能力增强,农机作业服务需求降低,进而减少作业服务的购买,从而制约了农机作业

服务市场的发展,即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出效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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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作用路径

　　２．研究假设

图２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

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

前文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

作用机制,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挤
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可借助简单的供需曲线来分析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见图２.S０

和D０ 分别表示初始状态下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供给

曲线和需求曲线,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初始市场均衡点

为E０,此时农机作业市场价格和农机作业服务购买量

分别 为 P０ 和 Q０,此 时 农 机 作 业 服 务 市 场 规 模 为

P０Q０.假定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会同时使农机作业

服务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分别向右下方和左下方移

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需求曲线由D０ 移动到D１,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供给曲线由S０ 移动到S１.那么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此时农机作业服

务市场均衡点为E１,农机作业市场价格和农机作业服务购买量分别为P１ 和Q１,市场规模为P１Q１.
此时P１Q１ 和P０Q０ 的大小取决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移动幅度和斜率绝对值的大小,无法直接

判断.P０Q０＜P１Q１ 时,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农机购

置补贴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当P０Q０＝P１Q１ 时,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

“挤入效应”等于“挤出效应”,即农机购置补贴的加大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没有影响.当P０Q０＞
P１Q１ 时,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出效应”强于“挤入效应”,即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

加大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三个对立的研究假设如下:

Ha: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即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

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Hb: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入效应”等于“挤出效应”,即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

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没有影响.

Hc: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挤入效应”小于“挤出效应”,即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

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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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证分析

　　１．变量选取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加大能否有效推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
因此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而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
本文也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了耕地经营规模、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结构、农作物种植结

构、地形条件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１)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本文选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采用

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来衡量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其中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等于农机作

业服务总收入除以耕地总面积.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能够反映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状况,亩
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越高,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越好.

(２)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本文重点关注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因此选取

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衡量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学者们主要倾向于两种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具有一定持续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通常选用顷均累计农机

补贴资金来衡量农机购置补贴力度[８,１３];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户是我国主要的购机主体,且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主要作用于购机农户,因此持该类观点的学者通常选用户均农机补贴资金来衡量农机购置补

贴力度[２,５].参考学者们的观点,并结合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本文选用亩均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来衡量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其中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等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除

以耕地面积.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越多,农机购置补贴力度越大.
(３)耕地经营规模.耕地经营规模也是影响农机作业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通常耕地经营规模越

大,意味着农业经营者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强烈,农业经营者越倾向于购置农机具或者购买农机作业

服务.因此,本文选取耕地经营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对耕地经营规模的衡量标准大致可以分为

三种,第一种是采用人均耕地面积来衡量耕地经营规模[３５];第二种倾向于采用户均耕地面积来衡量

耕地经营规模[５];第三种采用劳均耕地面积来衡量耕地经营规模[３６Ｇ３７],劳均耕地面积除了能够直接反

映耕地经营规模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劳动力与耕地资源的比例关系.因此,本文选用劳均耕地

面积来衡量耕地经营规模,其中劳均耕地面积等于耕地总面积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并预期劳均耕

地面积对农机作业市场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４)农民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农机

作业来替代人工作业,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存在一定影响,本文选用农民收入水

平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在研究农业机械化相关问题时,通常采用家庭纯收入[４,２６]、农民人均纯收

入[１４,３６]衡量农民收入水平.考虑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

关系,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并预期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机作业服

务市场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５)农民收入结构.不同收入结构的农户对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也存在差异.非农化或兼业化

程度较高的家庭,通常会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来替代人工作业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也
存在非农化或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会降低农业生产投入,从而降低对农机作业服务的购买.因此,
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也影响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在研究农业机械化相关问题时,通常选用了

粮食收入比重[２６]、非农收入[３１]、非农收入比重、工资性收入[３０]等指标来体现农户的收入结构.综合

学者们的观点,本文选取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农户的收入结构,并预期其对农

机作业服务市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６)种植结构.由于生物特性的差异,不同农作物实现机械化生产的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

小麦和玉米的种植能够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水稻和油菜的种植能够实现部分生产环节的机械化作

业;棉花、蔬菜等作物对机械作业的需求不高[３８],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的难度较大.因此种植结构会

影响农业经营者对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进而影响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本文选取种植结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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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之一.学者们在研究农业机械化相关问题时通常采用小麦种植面积比重、玉米种植面积比

重、水稻种植面积比重[１３Ｇ１４,３９]等来衡量农作物的种植结构.考虑到小麦和玉米容易实现机械化作业,
本文借鉴学者们的观点选取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之和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简称“小麦和玉米种

植比重”)来衡量种植结构,并预期小麦和玉米种植比重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

作用.
(７)地形条件.地形条件的差异影响着农机作业的难易程度,如平原地区适合开展大规模农机作

业,而丘陵地区和山区不适合开展大规模农机作业,因此地形条件可能会影响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

展,本文选取地形条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在研究农业机械化相关问题时,通常选用丘陵山地面积

比例[４０]、坡度耕地比重[４１]、山地面积[３１]、地形虚拟变量[１４]和耕地平整度[２６]来衡量地形条件.本

文选取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地形条件,并预期其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显著

负向作用.

２．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数据是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８个省份(北京、上海、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部分数据

缺失,因此不予以考虑)的省级面板数据.各省份的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等相关数

据均来源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各省份的耕地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农作物播种面积、小麦播种面积、玉米播种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等相关数据均

来源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山地面积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部分省份的少量数

据存在缺失值的,按照相近年份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予以替代.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等涉及货币计量单位的指标均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折算

为２００４年的可比价格水平.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变量代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预期方向

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元 Amsm １７６．３０ １０４．３２ ３７．９７ ４４１．４５ —

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元 Amsub ７．６３ １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３８．０３ ?

劳均耕地面积/亩 Land ７．４０ ５．６９ １．５７ ２９．８０ 正向

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Income ４１１２．５１ １７４０．５３ １６３９．８１ １１１５７．０２ 正向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Incomes ３６．８６ １２．１９ ６．２０ ６４．５４ 正向

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比重/％ Plants ３１．１５ ２０．５５ ０．４８ ６４．６９ 正向

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Tc ３０．５２ ３８．８６ ０．０８ ２１３．２１ 负向

　　３．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采用的基准

模型如下:

Amsmit＝β０＋β１Amsubit＋β２Landit＋β３Incomeit＋β４Incomesit＋β５Plantsit＋β６Tcit＋εit (１)
式(１)中,Amsmit、Amsubit、Landit、Incomeit、Incomesit、Plantsit、Tci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

的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劳均耕地面积、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

工资性收入占比、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比重、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εit为随机干扰项.

４．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基准模型进行F检验、LM 检验和 Hausman检验来确定估计方法.通过F检验发现

P＜０．０１,表明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通过LM 检验发现P＜０．０１,表明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通

过 Hausman检验发现卡方值为３４．８４且P＜０．０１,即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最终确定选用固定效

应模型来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４２].本文利用stata软件来实现对计量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

表２所示.方程１、方程２和方程３分别是全国层面、粮食主产区层面和非粮食主产区层面农机购置

补贴力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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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水平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１(全国) 方程２(粮食主产区) 方程３(非粮食主产区)

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０．４２９２∗∗(０．２１１０) ４．２４８７∗∗∗(１．０３０５) ０．３５１７∗(０．２０２５)

劳均耕地面积 －９．０２２７∗∗∗(１．５５６０) －６．７０３４∗∗∗(１．８４９８) －２０．８１４８∗∗∗(２．４３８２)

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０．００６７∗∗(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９(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６)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２．１５２７∗∗∗(０．６６６０) －０．１４７８(０．９８３４) ４．２００１∗∗∗(０．７８５０)

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比重 １．３４０３∗∗(０．６５５９) ３．０４８８∗∗∗(０．９２０５) －０．５４９２(０．８１８６)

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０．０６５２(０．１０７９) －０．００７１(０．３２１９) ０．１９２２∗(０．１１０４)

常数项 ８９．０９１２∗∗∗(２５．８９５２) １２９．１１４７∗∗∗(３４．２７７９) １４６．５３４０∗∗∗(３２．０７７７)

样本量 ２８０ １３０ １５０

R２ ０．５６８０ ０．４８６５ ０．４９２４

F 检验 F(６,２４６)＝１９．９０　P＜０．０１ F(６,１１１)＝１７．５３　P＜０．０１ F(６,１２９)＝２０．８５　P＜０．０１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１)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从全国层面看,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在５％显著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

业服务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即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加大会促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验证了本文

的研究假设 H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全国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每增加１元,
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增加０．４２９２元.粮食主产区的亩均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在１％显著水平上对

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４．２４８７.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在

１０％显著水平上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０．３５１７.这表明,粮食主产区

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要强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种植

面积比重要高于非粮食主产区,由于作物生长特性的差异以及农机作业适用性的不同,玉米和小麦等

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而言更容易适用于全程机械化作业.相比非粮食主产区而言,加大农机购置

补贴力度更容易带动粮食主产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此外,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力度

也普遍强于非粮食主产区,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对于粮食主产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更能发挥促

进作用.
(２)耕地经营规模.无论从全国层面看,还是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层面看,劳均耕地面积

均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会阻碍农机作业服务

市场的发展,与本文的研究预期不一致.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劳均耕地面积越高,农业经营者倾向于直

接购买农机具进行农机作业,而非从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上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３)农民收入水平.从全国层面看,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５％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业服

务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机作业市场的发展,这与本文的研究预期

一致.但分别从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来看,滞后一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对亩均农机作业服

务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４)农民收入结构.从全国层面看,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在１％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预期一致,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兼业化和非农化趋势的扩大会促进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在１％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

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没有显著影

响.对于这一结果,可能合理的解释是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高于粮食主产区,在一定

程度上意味着非粮食主产农民兼业化和非农化的程度高于粮食主产区,从而出现了非粮食主产区的

农民收入结构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作用强于粮食主产区.
(５)种植结构.从全国层面看,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比重在５％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

具有显著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预期一致.玉米和小麦的种植容易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这两种作物

种植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刺激农机作业服务需求,从而推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

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比重在１％水平上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粮食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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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玉米和小麦种植比重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６)地形条件.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从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来看,山地面积与耕地面

积之比均对亩均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均没有负向显著影响,与本文的研究预期不一致,这表明山地

条件并未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造成阻碍作用,丘陵和山区的农机作业服务也存在较大的市

场空间.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机购置补贴对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

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第二,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

影响效应要强于非粮食主产区.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发展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有四点政策启示:第一,适当

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优化补贴资金结构,补贴资金适度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第二,培育农机作业

服务组织,合理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开展跨区作业活动,加强农机作业基础设施建设.第三,通过

宣传培训、作业补贴试点等方式合理引导小规模农户参与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进一步扩大农机作业服

务市场.第四,在丘陵和山区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具的同时,也要加大培育当地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支

持力度,实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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