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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業是國家的根基產業，農業的發展會直接影響整體的經濟發展。農業機械是現代化農業必備的機器，中國在

農業機械化發展的道路上遇到重重問題，首先是農村人口老齡化、文化水平低下、收入低、城鄉 

差距懸殊等問題，接著是農業機械產業出現同質化嚴重、中低端產品氾濫等問題，這些問題將會制約中國農業

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為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提出知識平台的概念以及農業機械租賃服務的設想，同時將二者相

結合，形成一個新的經營模式，並且使用 Richard C .Dorf（2011）提出的科技創業模型個構面分析其經營模式。希

望藉此研究能夠突破農村地區機械化發展的瓶頸，同時給中國農業發展提供新的思路。 

關鍵詞：農業、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經營模式 

緒  論 

農業是人類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其發展狀況直接影響著各國經濟發展的全域（洪麗君&張敏，2017）。社

會生產的發展首先開始於農業，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只有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才

會有第三產業的發展。可見，農業在人類社會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國自古以來就作為農耕大國立足于世界，但中國現代的農業水平大而不強，與美國、日本、德國為首的國家

依託優良的農業資源、先進的科學技術、政府的強力扶持一躍成為世界農業強國現實相比，中國要從農業大國升級

為農業強國，需要面臨許多問題與挑戰。 

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正面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动力不足，人口老龄化严重等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帶

來一系列的社會問題。由於農村農業現代化程度不高，小戶農民仍然使用原始耕作方式，效率低、收成少。農村人

口整體收入增長緩慢，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收入差距懸殊，以致無法提高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 

現代化農業機械是農民簡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率的機器，農民在使用農業機械的時候存在不少的問題，如

不了解農機操作原理、維修，由於農民知識水平相對較低，且缺乏農業機械相關的基礎知識，當面對複雜的農業機

械，甚是束手無策。 

同時，農業機械設備昂貴、維修成本高，農業機械製造商沒有提供維修、操作指導服務，導致農業機械在農民

的手上無法完全發揮其功效，同時，農民與農業機械製造商之間缺乏溝通的管道，雙方資訊不對稱，無法進一步提

升農村地區現代化發展。而且農機的損耗、維護費用對於農民也是一筆不小的開支，在非播種、收割季節，農機不

能發揮其功用，使用率低下。 

為了改善目前農村地區農業機械使用的困境，農民與農業機械製造商需要一個溝通的平台，將架起農民與農業

機械製造商之間溝通的橋樑，同時普及農業及農業機械相關知識，以解決農民當前面臨的問題；同時為了提高農業

機械的使用率，需要尋找一個共同經營經營模式。 

本研究將平台與新的經營模式相結合，分析經營模式並探討其模式，突破農村地區的現狀，為中國農業未來發

展提供新的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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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為樣本，探討其經營模式的可行性。經查閱中國大陸及台灣地區的文獻，

發現並沒有相關學者從事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經營模式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從農業機械、知識平台以及經營模式三

個構面分別進行探討。 

1.農業機械 
1.1 農業機械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學會對農業機械的定義：指在作物種植業和畜牧業生產過程中，以及農、畜產品初加工和處

理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機械。隨著人類文明的進步與科學技術的發展，農業機械也不斷推陳出新，農業機械的使用，

大大改變了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農業機械高效的生產效率使其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主力軍，在人類未來的農業發展

中會越來越重要（李傳江，呂帥 2016）。 

1.2 農業機械化 

農業機械化，是指運用先進適用的農業機械裝備農業，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條件，不斷提高農業的生產技術水準

和經濟效益、生態效益的過程。（何盛明，1990）。而農業機械化包含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1) 農、林、牧、

副、漁等部門生產作業機械化，如農作物的耕種、排灌、植保、收穫，漁業的放養、打撈等；(2) 產品運輸和加工

的機械化；(3) 農業基本建設施工機械化等。 

使用機器是現代農業的一個基本特徵，對於利用資源、抗禦自然災害、推廣現代農業技術、促進農業集約經營、

增加單一產量與總體產量、提高農業勞動生產率、降低農產品成本，以及對於減輕農民勞動強度和縮小工農差別，

都有著重大的作用。 

1.3 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現狀 

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經過三個階段：計劃經濟階段（1949-1980 年）、市場化探索階段（1980-2004 年）以及法

制化階段（2004 年-至今）。 

中國大陸學者白學峰、魯植雄（2017）從中國農業機械化綜合水平、主要農作物機械化水平、以及各省份農業

機械化水平三個方面對中國農業機械化現狀進行分析。 

從 2003 年以來中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率一直以來處於穩步提升的狀態，雖然中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

械化率已有較大幅度的增加，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圖 1 2002-2015 年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變化情況 

在主要經濟作物方面，表 1 中可以看出，不同農作物的機械化水平差距較大；除了提高主要作物的機械化水準

以外，其他經濟作物的機械化水準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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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年主要農作物耕種收機械化率情況 

 
根據圖 3 的數據顯示，中國各區域農業綜合機械化水準仍然存在十分明顯的差距，東部發達地區、東北地區機

械化水準較高，西部地區水準較低。 

 

圖 2 2014 年中國部分省份農業綜合機械化水平 

 

綜合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各種數據以及學者們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現狀有三個特點：（1）全

國總體綜合機械化水準正在穩步提升；（2）主要作物機械化水準差距較大，且其他經濟作物機械化水準急需提高；

（3）中國東西部農業綜合機械化水準差距懸殊。 

1.4 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問題 

目前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三個特點：（1）總體水準穩步提升；（2）作物機械化水準差距較大；（3）東西部發

展相差懸殊。而導致該現狀主要有三個問題： 

（1）農業機械保有量總體較低，結構不均衡：以拖拉機為例，表 2 為中國、美國拖拉機保有量資料情況。中

國拖拉機以小功率為主，14．74kW 以下占 78．7%，中大型僅占 21．2%，而美國以中大型為主，中大型占比 68．

4%，差距較為明顯，儘管中國在數量上已經超過美國，但仍是以小型為主。結構不均衡主要表現為: 中小型機械

多，大型機械少; 低端低質機械多，高端智慧化機械少。（陳金虎，2011） 

表 2 中國、美國拖拉機保有量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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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機械在種類、技術等方面遠落後於發達國家，現階段發達國家擁有主要農作物的各環節的農業機械，

而且技術水準較高，中國農作物各環節機械缺乏同時技術含量較低。20 世紀 80 年代末期到 90 年代初期，各大型

拖拉機企業拖拉機以廣泛裝配動力換擋技術，且電控液壓懸掛控制技術也已普遍存在。中國拖拉機在這兩方面仍然

處於研製開發階段，暫沒有成功的商業化產品。 

（3）中國農業機械制度體系不完善：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存在嚴重問題；農業機械金融保險發展緩慢；科技制

度體系不完善。種種問題都是影響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重要原因。 

2.知識平台 
隨著科學技術不斷創新發展，其對人類社會的影響越來越大，這也是不爭的事實。當前已經感覺到的，是社會

對具有專業知識的勞動者的需求日益強烈。人們也渴望能更好地掌握或運用知識。 

張景中（2000）認為，人類對於知識的需求，基本上是為了引用知識、運用知識、傳播知識、學習知識以及發

展知識。信息科技技術以及互聯網的的蓬勃發展不僅能滿足人類對知識的各方面需求，同時將知識的掌握提升到一

個新的層次。 

因此張景中（2005）提出“智能知識平台＂的概念：在某一知識領域內一定層次上，能滿足人們引用知識、運

用知識、傳播知識、學習知識以及發展知識的需求的系統，成為智能知識平台。學者在提出該觀點的時候資訊系統

技術以及互聯網技術還處於剛起步的階段，因此該概念一直被作為一種構想。依照當前互聯網技術，完全有能力實

現“智能知識平台＂的構想，再結合雲端、大數據分析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完全能夠滿足人們對知識的需求。 

根據人類對知識五個方面的需求，知識平台應該包含以下幾個功能：（1）知識庫、（2）創作功能、（3）問答功

能以及（4）社交功能。 

知識庫包含相關領域在一定層次上的基本知識內容，包括概念、試試、規律、數據等，表達知識的方式可以為

文本或多媒體資料，同時帶有檢索工具、複製工具以滿足引用知識的需求。以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為例，該平台的知

識庫應該收錄國內外農業機械領域產業、產品資料；農業相關知識，如各省份農業特點、作物的種植收穫養護知識

等。 

創作功能是提供給使用者進行創作、分享其想法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寫作、畫圖、計算；而農業機械知識平台

的創作功能則是提供使用者創作和分享其在農業及農業機械領域的想法與心得，滿足人類運用知識、傳播知識的需

求。 

問答功能及社交功能的作用主要是為使用者提供一個能相互交流的平台，以解決其相關知識領域困擾以及實現

相互交換知識的目的，而農業機械知識平台具備這兩個功能希望能提供廣大農民一個能交換農業信息的平台，同時

通過此功能，能吸引在農業、機械領域的人才，建構人脈網絡。 

3.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在學術界和企業界，更多以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著稱。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 20 世紀 50 年

代，而到了 90 年代，才真正被傳播和使用，學術界在此之前也鮮有出現。 

21 世紀後，商業模式也被賦予新的解釋：商業模式是一個企業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系統，這個系統組織管理企

業的各種資源，形成能夠提供消費者無法自力而必須購買的產品和服務，因而具有自己能複製且別人不能複製，或

者自己在複製中佔據市場優勢地位的特性。 

儘管眾多學者曾經探討過經營模式的概念，但學術界中尚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或概念，對於一般人而言，確實

讓人難以理解，網路、學術界五花八門解釋讓人產生混淆。 

Osterwalder & Pigneur 於 2010 年出版了《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一書（中譯本書名《獲利世代》)，書中

以九個構成要素來描述企業的商業模式，並提出構成商業模式的九大要素。構成商業模式的九大要素包含（1）目

標客群、（2）價值主張（3）通路、（4）顧客關係、（5）收益流、（6）關鍵資源、（7）關鍵活動、（8）關鍵合作夥

伴以及（9）成本結構。 

將商業模式的九大要素依照其對應的關係組合而成的可視化模型被稱作“商業模式畫布＂或“商業模式九宮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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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商業模式畫布 

 

目前《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中提出的商業模式九要素及商業模式畫布成為了近來學術和實務應用上主

要的參考依據，人們可以使用商業模式畫布來分析一家成熟企業的商業模式，並剖析其優缺點，以此方法，更清晰

明確地了解該企業。 

但是對於創業者來說，利用畫布來分析其創業項目的優缺點，存在著相當的局限性。首先，商業模式畫布中沒

有定義需要解決的問題，與之相關的要素是價值主張，但價值主張是針對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不是要解決的問

題。正確地定義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定義解決的問題，就等於創業失去了方向。 

然後是商業模式畫布沒有關於環境的描述或分析，外部環境的分析包括機遇分析、產業分析等，通過外部環境

分析可以了解自身創業項目的優劣勢、機會及威脅。如果不了解自身的機會，沒有考慮競爭環境的情況，競爭對手

的狀況，分析者很可能寫出一個沒有優勢、沒有差異的商業模式，這樣對創業項目商業模式分析的意義也不存在了。 

為了彌補在使用商業模式畫布進行創業項目分析時的局限性，本研究將引用 Richard C. Dorf （2011）出版的

《Technology Ventures》一書（中譯本書名《創業的軌跡》）中提出的科技創業模型，該模型包含的構面如下表： 

表 3 科技創業模型構面及要素 

機會（opportunity） 包含市場拉力、技術推力 

願景（vision）與使命

（mission） 

包含（1）核心價值、（2）顧客與關係人、（3）產品競爭優勢、（4）提供給顧客之

多元化價值、（5）產業 

價值主張（value position） 提供獨特產品特性或服務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包含（1）客戶定位、（2）獨特價值、（3）產品與服務之差異化、（4）產品和

活動之範圍、（5）組織設計、（6）可獲利價值、（7）人才價值 七個要素 

六力模型（6 force model） 
包含（1）已有競爭者的影響、（2）潛在競爭者的威脅、（3）替代品的威脅、（4）

客戶的議價能力、（5）互補者的議價能力、（6）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六個要素 

 

Richard C. Dorf 提出的科技創業模型與 Osterwalder & Pigneur 提出的商業模式畫布相比，科技創業模型能讓創

業者明確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析創業項目的外部環境的同時也能了解內部自身的優勢與劣勢，最後通過六力模

型來分析其經營模式的可行性，彌補商業模式畫布的局限性以外，還能讓創業者更加明確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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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上一章節中探討了 Osterwalder & Pigneur 提出的商業模式畫布以及 Richard C. Dorf 提出的科技創業模型，并

通過分析二者所包含的構面可以知道，科技創業模型能更加全面的分析一個新的經營模式，並能夠檢驗其可行性，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Richard C. Dorf 出版的《Technology Ventures》中提出的科技創業模型作為研究方法，從模型

中的各個構面來對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的經營模式進行分析。 

 機會是探討在合適的時間點下，分析市場拉力與技術推力如何打造新創產業的吸引力，並解決當前消費者的

需求與問題。 

願景和使命是探討企業內部志向、長期的發展目標與方針，以反映產業中新模式的獨特性與創新性。 

價值主張是探討企業以何項獨特產品特性或服務、作為其核心競爭力，並在同產業中具有競爭優勢與持續競爭

力。 

經營模式是包含客戶定位、獨特價值、差異化和控制、產品範圍和活動、組織設計、可獲利價值以及人才價值。

利用客觀、清晰的角度探討顧客需求，並提出解決方法。 

六力模型則以已有競爭者的影響、潛在競爭者的威脅、替代品的威脅、消費者議價能力、供應商議價能力、互

補者議價能力，上述六方力量作為評估企業在產業中之定位與競爭程度。 

研究結果 

1.機會 
1.1 市場拉力 

1.1.1 中國農村地區人口結構老齡化 

根據中國民政部公佈的《2016 年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數據顯示（圖 4），截至 2016 年底，我國 60 歲及以

上老年人口 2.31 億，占總人口 16.7%，與 2015 年增長 0.6%。其中 65 歲及以上人口 1.5 億，占總人口 10.8%。依照

人口年齡結構的標準，我國已經進入老齡化國家的行列。 

 
圖 4 中國 60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 

 

而目前，中國農村老齡化遠遠高於城市。改革開放以來，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在經濟、文化、

公共事業、社會福利等方面差距越來越大，同時，農村青壯年人普遍認為農業勞動收入低、不體面。因此，為了追

求更好的發展機會，大量的農村青壯年勞動力源源不斷地湧向城市。而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不斷升級，對勞動力的

素質要求越來越高，上世紀中後期進城務工的第一代農民工由於在城市中缺乏競爭力，逐步返回農村從事農業。 

這樣，隨著年輕勞動力不斷流向城市，高齡勞動力不斷返回農村，這必然會導致農村勞動力老齡化，農業勞動

力不足。 

特別是這幾年在農業生產中，經常出現的地區性、集聚性、結構性的勞動力短缺問題，由此帶來的一個問題就

是勞動力成本高。據有關部門統計，在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中，勞動生產平均占 50%，而美國等農業發達國家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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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0%左右，所以說中國和農業發達國家的這種成本差距很大。 

儘管國家出臺的各類補貼政策來拉動農民積極性，但現在這些政策也出現邊際效應下降遞減的情況。面對農產

品生產成本的“地板”和價格“天花板”的雙重擠壓，拼資源和拼投入的傳統種植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迫切需要轉變農

業生產的方式。 

農村人口老齡化、勞動力明顯枯竭，對中國目前的農業來說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參考美國、加拿大、日

本等農業先進國家的發展歷程，這些國家在提升自身農業水準的過程中，都有一個相同點——提升農業機械化水準。 

1.1.2 中國農業機械產品以中低端為主 

2004 年 11 月 1 日中國中央政府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農民在購置農業機械時可享受政

府的資金補貼，在提高農民的生產效率的同時，也促進農機製造行業的發展。十幾年來，中國的農機行業步入了高

速發展期，由於農民的收入不高，無法負擔中高端產品昂貴的價格，因此一些低端產品也具有一定的市場空間，影

響了整體產業的穩步提升。低水準重複建設、模組化模仿跟進、同質化攀比現狀成為一些企業發展的固有模式，不

願投入產業升級所需的研發、製造等資源，與中高端產品形成明顯的“產業隔離帶＂。 

根據《2016-2021 年中國農機生產行業市場需求與投資諮詢報告》統計，2016 年，中國農機總動力達到 11.4

億千瓦，全國農業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準達 65%，預計在 2020 年綜合機械化水準將提升至 70%，但中國耕種收機

械化水準與美國、日本等機械化水準高的國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中國農機製造工業在玉米收穫、水稻種植等農作物機械化生產的薄弱環節取得了突破性的發展，農機工業總產

值提高迅速，超過了 4200 億元，因此中國躍居農機製造第一大國。 

目前，中國雖然已經成為了世界上第一大農機製造國，但是，大而不強。主要表現為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

不足;糧食作物機械過剩，養殖業等方面的機械產品不足;耕作類機械產品多，收穫類機械不足;適合平原的機械產品

特別多，適合丘陵山區的機械產品嚴重不足;很多高端農機產品和關鍵零部件依靠進口。 

中國農業機械產品同質化、低端化，高端產品數量少等問題將會制約中國農業機械化以及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因此農業機械市場需要研發、推出或引進新產品來降低產業問題帶來的影響。從另一個角度來說，儘管當下農業機

械產業缺乏高端產品，但是高端產品的市場前景非常可觀，而且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1.1.3 政府出台政策扶持農業機械產業 

儘管目前中國的農業在種植和收穫環節，已經基本實現了農業機械化，但機械化水準與農業先進國家相比差距

巨大。 

目前，農民使用的機械仍然是上一世代的產品，這些產品普遍存在機械老化、待機時間長、效率低下、損耗大

等問題。在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過程中，農業機械化生產將日趨重要。機械化程度將直接影響農業生產成本和農民

的種植意願，影響先進農業科技的廣泛應用，影響農業投入品的減量化使用。所以，農業機械化關係到整個農業結

構調整、產業力量衍生，以及農產品市場競爭力提升。 

2015 年中國國務院提出《中國製造 2025》計劃，為實現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農業機械製造在製造業和農

業產業中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角色，農業機械是提高農業生產效率、實現資源有效利用、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不可

或缺工具，對保障國家糧食安全、促進農業增產增效、改變農民增收方式和推動農村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針對農機裝備未來 10 年的發展，《中國製造 2025》指出，重點發展糧、棉、油、糖等大宗糧食和戰略性經濟

作物育、耕、種、管、收、運、貯等主要生產過程使用的先進農機裝備，加快發展大型拖拉機及其複式作業機具、

大型高效聯合收割機等高端農業裝備及關鍵核心零部件，實現中國農機製造中低端化邁向高端化。在該規劃的帶動

下，中國農業裝備的自主創新能力有望進一步提升，農機智慧化的進程加速，這將極大提高農業生產效率。 

中國農機產業結構將由以中低端產品為主的市場邁向到以中高端甚至高端產品為主的市場，因此，農機服務中

所使用的農業機械將以高端產品為主。 

1.2 技術推力 

1.2.1 智慧型農機 

智慧化農機裝備內涵指裝備有中央處理晶片 CPU 和各種各樣感測器或無線通訊系統的現代化農機。其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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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加裝在農機上的微型電腦對感測器傳回的各種信號進行邏輯運算、傳導、傳遞，然後在動態作業環境下發出適

宜指令驅動農機來完成正確的動作，實現農業生產和管理的智慧化。智慧化農機裝備能夠實現農機作業的效率化、

標準化、舒適化、人機交互人性化等。 

智慧化農機是應用電腦技術、電控技術和人工智慧等技術裝備農機的高新技術產品，與傳統功能性農機相比有

以下優點： 

一是功能強大。智慧化農機既能完成傳統農機的耕作、收穫、灌溉和病蟲害防治等作業，還能採集土壤、農作

物產量等資訊，為實施精准農業提供技術支撐。 

二是結構緊湊、通用性強。中央處理晶片的運用使農機結構變得更加緊湊、通用性更強，通常只需改變部分軟

體，就能改變判斷基準，變更動作順序，並適應不同作業環境、不同作業物件對機械的功能要求。 

三是勞動強度低，作業效率高。能根據作業需求變化自動調整、控制，減少人工作業，降低勞動強度。一個人

可通過電腦同時控制幾台智慧化農機完成不同作業，因而作業效率很高。 

四是安全性好、可靠性高。智慧化農機裝有各種各樣的感測器用於監視作業環境和作業狀況，可根據作業環境

和物件變化自動調整工作狀態，加之具有自動保護功能，因而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較傳統農機更高。 

五是節能、環保。智慧化農機始終處於良好技術狀態下作業，能耗較低；採用精准方式作業，能大幅提高化肥

和農藥的利用率，減少生態環境污染。 

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美國將衛星導航系統 GPS 安裝在農業機械上，開啟了農業機械高科技、高性能、智慧

化的先河。歐、美、日等發達國家農業已基本實現全面機械化，並且智慧化農機裝備應用也有相當高的水準。 

目前，由於中國的農機製造產業結構中，中低端產品佔比較高，智慧型農業機械尚未在中國農機產業中普及，

因此對於中國未來農機發展，智慧化是勢在必行的趨勢。 

在農業機械知識平台提供的農業機械租賃服務中，所用到的設備將會是現代化的智慧型農業機械。使用智慧型

農業機械帶來的經濟效益遠大於一般的農業機械，首先智慧型農機是新型產品一定會搭載最新的動力系統，高效的

同時還比傳統農業機械節能環保；然後能節省勞動力，最後還可以通過智慧系統讓農業機械進行最簡潔的操作，省

時省力。 

1.2.2 共享經濟模式 

共享經濟也稱合作消費或是協同消費，其實質是使用權的共用。共享經濟屬於“互聯網+＂經濟模式的一種。

由於互聯網和移動設備的應用和普及，企業通過移動設備，利用網路支付、評價系統、GPS、LBS 等網路技術手段，

整合線下閒散物資或個人勞務，並以較低價格對供給方與需求方進行精准匹配，減少交易成本，從而實現“物盡其

用＂和“按需分配＂的資源最優配置，達到供求雙方收益最大化的一種經濟模式。 

共用經濟的本質是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再分配，共用經濟有五個基本要素：閒置資源、使用權、連接、資訊

和流動性。其關鍵點在於如何實現最優配置效率，使所有權和使用權總體收益最大化，進而實現零邊際成本。 

共享经济既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或经济模式。要實現新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盈利，需要

滿足四個條件： 

（1）共享經濟需要一個網絡平台，已形成社會群體的群聚效應 

（2）共享經濟需要有閒置的產能 

（3）共享經濟需要有共同享有的理念 

（4）共享經濟需要陌生人之間的相互信任 

農業機械知識平台構想的提出，其中一個目的是提高農業機械的使用率以及降低農民的生產成本，而農業機械

租賃服務正好符合共享經濟的模式：以知識平台為中心，連接各地區農民，將農業機械的經濟效益發揮到最大化。 

2.願景 
由於播種和收割在務農活動里成本最高，傳統農業機器效率低，損耗大，因此使用高端專業農業機器、專業人

員駕駛，降低作業時間、節省農民支出。 

利用互聯網整合農業專業人士，打造使用高端農業機器的專業團隊，通過共享的模式提供低價、高品質、高效

760



率的農業播種收割服務。 

3.使命 
3.1 核心價值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來，國內一直處於城鄉發展不平衡的狀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在經濟、

文化、公共事業、社會福利等方面差距越來越大，以至於務農對農村青壯年來說意味著收入低、不體面的工作，繁

榮的城市、豐富的社會資源、更高的收入、體面的工作，無不吸引著農村的青壯年。人口不斷往城市遷移，農村人

口結構朝空心化發展。 

農業作為中國的基礎產業，農業的發展對於中國基礎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農村青壯年人口外移、農村人

口老齡化現象嚴重，導致農村農業的生產力低下；生產力低下意味著農民需要花費更多時間、人力成本從事農業生

產，同時農民無法獲得更高的報酬，因而沒有更多成本提高生產力，只能按照以往的方式一直從事著耗時耗力且低

收入的生產活動，長此以往，農民一直陷入在低生產力低收入的惡性循環當中。 

將農業機器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是提高農村生產力，促進農業現代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農業機器能夠大幅度提

升務農效率，節省人力成本。 

對於收入較低的中小規模種植的農民來說，購入一台農業機器的是一筆非常大的開銷，一般農民一年的收入也

只能剛好補貼家用，沒有多餘的金錢來購置農業機器，因此望而卻步。同時農業機器需要依照作物的生長狀況來投

入使用，如播種機只有在播種的時節使用；則農機每年使用次數有限，因此農機擁有者還需承擔其折舊費用，包含

保養、維修的費用，此時農機給農民帶來的負擔將會大於帶來的便捷。 

為了改善農村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村生產力，降低農民務農成本，故提出農業機器服務的概念，利用專業的高

端農業機器和專業的機器駕駛人員給農民提供低價、高品質、高效率的服務。 

3.2 顧客與關係人 

3.2.1 農業種植戶 

農業機器播種收割服務是為了降低農民的生產成本，提升農民務農品質，因此農民為本服務的基本對象。 

在文獻回顧中可知，中國農業機械化有三個特點，其中一個是東西部農業機械化發展差距懸殊，中國華中、華

北平原（東部）農業基本實現全面機械化，西部如雲南、貴州等省份農業機械化程度低，經濟相對落後，為了提高

西部農業機械化發展，同時藉助新型農業機械的力量，農業機械租賃服務將定位在中國西部地區。 

主要經濟作物的生產過程一般分為播種、養護、收割、加工等多個步驟。 

以種植水稻作物為例，在適宜季節開始前，農民開始進行整地（翻鬆土壤、播撒肥料）、育苗，接著便開始播

種作業，對於傳統的水稻種植戶來說，人工播種是最普遍和最簡單的方式，即農民彎腰將一棵棵水稻幼苗查到稻田

裡；此方式費時、費力且效率低下，對於小規模的水稻種植戶來說，播種的時長一般在幾天以內。 

完成播種作業後，農民要進行水稻的養護作業，一般為除草和除蟲；待到水稻成熟後，農民便要進行收割，與

人工播種類似，人工收割水稻同樣具有費時、費力且效率低等缺點。 

縱觀整個生產過程，播種和收割所耗費的時間、人力是最多的，而農機租賃服務的出現，讓專業人員駕駛專業

機械為農民進行專業化的服務，大大節省了廣大傳統種植戶的金錢、時間以及人力成本，給農民帶來顛覆傳統、便

利的服務。 

總結上述分析，農業機械租賃服務的客戶為中國西部的農民 

3.2.2 農業、機械專業領域人才 

專業農機操作員是農機播種收割服務的核心之一，因此他們需要具有以下特質： 

首先，農機播種收割服務所使用的機器是高端的農業機器，相比於中低端農機，高端農機具有效率高、損耗低、

作業穩定、低污染等優點，同時，高端農機還具有數據採集、GPS 等中低端農機不具備的功能。 

高端農機在進行作業的時候會在作業過程中採集氣候、地形、作物類型、作業時間等數據，利用互聯網、雲計

算、大資料等技術，搭建精准農業大資料平臺。制定標準介面支援多種智慧農機和多種智慧設備接入，聯接農機、

客戶，採用快取記憶體、訊息佇列、解析集群等技術，提供資料傳輸和資訊查詢服務，對於未來的農業生產提供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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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的幫助。同時高端農機上配備的 GPS 功能是利用北斗定位定向技術，配合農機用自動導航系統，夠在多種複

雜土壤條件下自動駕駛，實現直線、圓圈、對角線等多種作業模式。因此，農業機器的操作員需瞭解機器的相關功

能且能夠利用高端農機的功能熟練操作機器，同時對數據具有一定的分析能力。 

接著，根據中國互聯網路資訊中心（CNNIC）2017 年 8 月發佈的第 40 次《中國互聯網路發展狀況統計報告》

中指出，截至 2017 年 6 月，我國線民中農村線民占比 26.7%，規模為 2.01 億；城鎮線民占比 73.3%，規模為 5.50

億，較 2016 年底增加 1988 萬人，半年增幅為 3.7%。報告數據表明，中國網民數量城鄉差距懸殊，說明互聯網在

中國鄉鎮地區的普及率相對比較低；同時，中國農村人口結構以中老齡人數量為最，而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相比經

濟能力有限，且中老年人對移動設備、互聯網等新事物的接受程度低，因此互聯網的普及難度大。 

但從另一個角度看，低的普及率意味著高的成長空間，政府從 2015 年開始不斷出臺扶持農村互聯網建設的措

施，一直推動農村的互聯網建設，因此農村的互聯網使用普及率將會不斷提高。 

 

圖 5 2016-2017 年中國網民城鄉結構圖 

 

由於農業機器播種收割服務將會結合網絡平臺來尋找客戶，而服務的客戶正是長期居住在農村地區的農業種植

戶，因此在農業機器播種收割服務發展初期，需要在線下尋找客戶，而尋找客戶的方式，便是招募服務區域當地農

業狀況熟悉的操作員，因為對所在地區的農業狀況十分瞭解，因此在作物播種、收割時節可以第一時間尋找到需要

服務的客戶；同時結合在當地的人脈，可以迅速將服務推展到整個地區，推動當地農業的發展。 

3.2.3 農業機器生產商 

農機播種收割服務所使用的機器為高端農業機器，在高端農業機器製造市場中，以美國、日本為首的農業強國

在研發製造上發展起步較早，從農機製造的工藝、規模到核心部件如動力系統、無線變速傳動系統、無極變速箱等

都領先中國農機製造業相當大的差距，早在 20 世紀 90 年代已經將 GPS、傳感器、無線通信等功能放在農業機器上。

各國的生產製造都掌握著核心技術，憑藉領先的技術和優良的生產工藝立足于世界農機製造業中。 

相較於美國日本，中國的農業機器製造業就稍顯落後，低端化產品氾濫，同質化現象嚴重，缺乏核心技術等問

題一直是急需解決的問題。雖然政府出台許多政策扶持農機製造業，并把提升農機製造生產水平列為十年計劃內的

其中一項，但要提升到與美國、日本、荷蘭等農機製造強國仍需時日。 

農業機器播種收割服務所使用的設備為從國外進口的高端農業機器。因此外國農機製造商則是本服務的設備供

應商。向供應商購置高端農機，并獲取其使用技術，提升服務品質。 

3.3 服務 

3.3.1 低價 

種植業為人類農業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特點為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料，利用農作物的生物機能將太陽能轉化為

化學潛能和農產品。人類自新石器時代以來已經掌握一些植物的習性並學習栽培技術，於是形成了原始的種植業。 

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種植業不斷地進步。這主要表現在農作物種類增多，單位面積產量提高，播種面積擴

大，總產量增加，產品品質改善等方面。而技術的發展也給農業的發展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各式各樣的農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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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世，完全改變以往的農業作業模式：從人工作業到機械作業；而本服務正因農務作業方式的轉變孕育而生，期

望提供客戶以低價、高品質、高效率的農業播種、收割服務。 

以成本考量的角度看種植業，種植業的成本主要包含開發費用、地租費、人工費、農用物資、折舊費以及其他

費用等。 

開發費用是指種植果樹開發費用，如土地勘測費、財產補償費、土地征地費、修理 梯田、修路、修溝、挖穴、

其他等。  

地租費是指種植果樹的年土地使用費，如以征地方法使用土地，則地租費應包含在征地費中。  

人工費是指種植人工工資，包括工人及管理人員工資。 

農用物資是指種植果樹使用的農用物資，包括農藥，肥料，其他防寒、防凍、防蟲等物資。 

折舊費是指固定資產使用折舊費，包括交通工具、機械用具、倉庫、廠房、水井、蓄水池、水管、道路、等建

築物、構築物、交通工具及灌溉設施等折舊。  

其他是指種植果樹費用中除以上項目外的間接費用，包括製造費用的轉入。  

種植業中的生產成本主要構成為：地租費、人工費、農用物資、折舊費、其他等。當農民使用農業機器播種收

割服務時，可以節省其生產成本，主要體現在： 

農機服務由農機專業操作者進行播種及收割作業，由於農業機器的優勢，不需要額外的人力參與，因此節省農

民的人力成本。同時專業的農業機器是由服務商提供，無需農民額外購置農業機器，為農民剩下農機購置的成本外，

還省下農機的折舊費用，而折舊費用完全由服務商承擔。因此農民可以使用較低的價格享受到更專業的服務。 

3.3.2 高品質 

目前中國農業機械產業存在同質化嚴重、中低端產品氾濫的問題，而中低端的農業機械產品的特點通常是功能

單一、效率低、損耗大、不環保等，農民使用中低端產品也是因為其價格低廉，但是農業機械租賃服務能夠讓農民

使用更低的價格享受到更專業的服務，因此租賃服務在價格上具有優勢。 

同時，農業機械租賃服務所使用的設備是屬於高端的，智慧型農業機械，其功能強、效率高、損耗低、節能環

保等優點無需過多贅述，憑藉這些優勢，服務的品質自然會大大提升，讓農民們享受低價的同時還能獲得高品質的

服務 

3.3.3 高效率 

農業機械租賃服務所使用的高端農業機械設備與農民正在使用的中低端產品效率相比，相差懸殊，利用高端設

備取代中低端設備，同時配有專業操作人員進行作業，農民可以節省大量時間成本，同面積農田下，高端設備作業

的效率是中低端的數倍至數十倍不等，讓農民降低務農在日常生活中的時間比例，並且利用節省下來的時間可以尋

求新的收入來源，提高農民的生活品質 

3.4 提供顧客多元化之價值 

通過知識平台農民能夠了解、學習到農業、農業機械等相關方面的基礎知識，提高農民的知識水平；利用知識

平台連接各地區農民、農業機械製造商以及農業、機械相關領域人才，實現資訊互通；知識平台提供的農業機械租

賃服務提供顧客以低價、高品質以及高效率的服務，提升農民的農業生產力，讓農民目睹科技帶來的便利，從此不

再害怕科技，并通過科技提升生活的品質。 

4.經營模式 
 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的經營模式將從（1）客戶定位、（2）獨特價值、（3）產品與服務之差異化、（4）產品和活

動之範圍、（5）組織設計、（6）可獲利價值、（7）人才價值七個要素進行分析與闡述，並使用表格進行展示。 

表 4 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的經營模式要素 

要素 具體內容 

客戶定位 

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的用戶主要以中國農村地區廣大農民、農業機械製造商以及農業、機械相關專

業人才為主； 

而農業機械租賃服務的客戶主要以中國西部各省份農村地區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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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的經營模式要素(續) 

獨特價值 

1.知識平台提供的農業、農業機械等方面的基礎知識供使用者查閱，提高農民的知識水平； 

2.為農民與農業機械製造商建構一個溝通的平台，農民有渠道能與製造商溝通，而製造商能傾聽

農民對於農業機械的需求，打破資訊不對稱的局面，增強資訊互通； 

3.為農民提供農業機械租賃服務，使用高端智慧農業機械，幫助農民從事播種或收割的作業，提

升農民的農業生產力的同時，還能讓農民目睹科技帶來的便利，從此不再害怕科技，并開始利用

科技提升生活的品質。 

產品與服務

之差異化 

傳統的農業機械租賃是僅提供農業機械給顧客，顧客自行操作農業機械進行作業，而農業機械租

賃服務則是提供完整的農業機械服務，出了提供高端農業機械外，還提供專業操作人員現場駕駛

農業機械，幫助農民播種或收割，此外，專業人員還能為農民科普農業基礎知識，農民在享受農

業機械服務的同時還能學到知識，這是其他農業機械租賃所沒有的服務，這也是本服務與其他同

性質服務有所差異的地方。 

產品和活動

之範圍 

農業機械租賃服務的顧客定位是中國西部省份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因此服務的範圍則是中國西

部各省份。 

組織設計 

組織分為知識平台與租賃服務兩部分進行經營 

1.農業機械知識平台：網站維護部門、業務部門、財務部門、人力資源部門。 

2.農業機械租賃服務：業務部門、人力資源部門、設備管理部門、運輸部門、財務部門。 

可獲利價值 
1.知識平台作為網絡平台，收入來源是收取廣告費用，藉助廣告收入來維持知識平台的運作。 

2.農業機械租賃服務收取的服務代工費用。 

人才價值 

通過知識平台匯集來自全國各地的農業、機械領域的專業人才，將這些人才招募到農業機械租賃

服務當中，能夠操作專業高端農業機械、給農民傳播專業農業知識；這些人才對自己所在地區的

農業狀況比較熟悉，能夠結合他們在當地的人脈獲取更多的訂單，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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