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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所有动力机械的总称。

经济效率、农机补贴、土地流转政策、农民收入提高是驱动农机行业发展

主因。海外发达国家农机设计制造起步早，农机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

我国农机行业起步较晚，发展迅速；棉花及主粮作物机械化率均超过 85%，

其他作物及渔牧、设施农业等机械化率较低。我国目前农机市场规模约

5310 亿元，品类数量仅约发达国家 50%，人均农业产值不足美国 10%，

农机智能化水平低，核心零部件亟待突破。欧美日农机龙头 CR3 全球市占

率约 30%，格局较为稳定；国内农机龙头 CR3 国内市占率超 10%，行业

集中度提升态势明显。鉴于中国农机行业处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产业

升级初始关键阶段，需重点关注：本土作物、本土地形的本土化农机开发；

农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经济作物、渔牧、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

的机械化水平提升；智慧农机的系统性开发。针对我国农机行业需求及农

机公司特点，上市公司建议重点关注一拖股份/第一拖拉机股份、美亚光电；

非上市公司建议重点关注极飞科技、大疆农业。 

行业概况：农用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所有动力机

械的总称。 

产业链：农机行业上游包括钢材等原材料以及核心部件供应商。中游

包括各类农机加工、制造、集成企业。下游则为农业机械用户、农户、农

场等。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动力机械、作物收获机械、畜牧业渔业机械、农

产品加工机械、设施农业机械等。驱动要素：农业机械化较人工农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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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提升明显，以我国采棉业为例，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机械管理

局数据，2019 年机械采棉仅约为人工采棉成本的 40%。政策：农机补贴

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的农机购置能力从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土地流转政

策可使土地由分散化经营转向规模化经营，从而提升农户或合作社机械化

生产效率。我国补贴政策有望延续，多项政策支持农机行业发展。 

发展现状：发达国家引领市场，我国农机发展处于跟随产业升级阶段。

市场规模： 

据 PrecedenceResearch 和观研报告数据，2021 年全球农机市场规

模 1840 亿美元；美、法、意、德、日农机产值占比超全球 40%，且各个

环节已全面进入机械化、自动化、社会化阶段；PrecedenceResearch 预

计全球农机市场规模 2030 年将达到 3740 亿美元，对应 2021-2030 年

CAGR 约为 8.2%。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1 年中国农机市场规模 5310

亿元，主粮及棉花机械化率高，但其他领域机械化率相对较低，拖拉机及

收获机械市场销售额占比超过 50%，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中国农机市场总

规模 2027 年将达到 7196 亿元，对应 2021-2027 年 CAGR 约为 5.2%。

竞争格局：发达国家巨头规模化竞争和中小企业专业化竞争并存，据

XYZ-research 数据，2021 年约翰迪尔、凯斯纽荷兰、爱科全球市占率约

30%；此三者与克拉斯、久保田全球拖拉机市占率近 70%，联合收割机市

占率 80%以上。约翰迪尔 2021 年单家公司营收规模近我国农机企业营收

总和，净利润近中国 A 股机械行业净利润总和。中国农机企业数量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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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行业集中度趋于提升；国产品牌传统农机国内市场已占据主流，海

外品牌高端市场领先，雷沃、一拖等引领国内传统农机市场，2021 年拖拉

机领域 CR3 市占率超 30%，履带收割机、采棉机领域 CR3 市占率超 80%，

大疆、极飞、博创联动等新兴企业在智慧农机领域取得差异化的领先布局。 

发展趋势：中国农机仍处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产业升级初期，较

欧美日仍有较大差距。短板突破：我国农机电液控制系统、泵阀、马达、

变速箱、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依然依靠采购国外产品，国产核心部件亟待

突破。非主粮作物：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1 年水产养殖、畜牧养殖、农

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依然相对较低，机械化率分别为 31%、36%、

39%和 40%。“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2025 年全国水产养殖、畜牧养

殖、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机械化率总体将达到 50%以上。农机 4.0：

智能化、无人化、环保化理念引领全球农机未来，智慧农机为我国农机行

业提供换道超车机遇，据中研普华的《2022-2026 年中国智慧农业行业竞

争格局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21 年中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达 685 亿元

左右，其中数据平台服务、无人机植保、精细化养殖、农机自动驾驶分别

占比 40%、35%、15%、10%。据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2022 年智慧农

业与农机自动驾驶市场研究报告》，2021 年全球智慧农业规模超过 400 亿

美元，预计 2025 年全球智慧农业总产值将达 684 亿美元，2021-2025 年

CAGR 超过 11%。 

风险因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整风险；原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