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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机装备制造业是确保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处于萌芽探索阶段，

服务化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难以满足当前农业生产、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本文基于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当前

的发展现状，深度分析3家全球知名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案例及经验，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了适用于我国国情的

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的3类模式。研究发现，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实现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服务能力

是面向对象与面向组织的集成体，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具有较强的收敛性。为此建议，加强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内

外合作，整合国际优势资源；培养专业农机服务队伍，塑造错位竞争优势；聚焦我国农事难题，开展技术与服务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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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boos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 the embryonic 

exploration stage, and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lags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resulting in being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industry.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ases and experiences of three world-fam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on this basis summarizes and refines three types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mod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are applicable to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Ou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modes vary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servic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is 

both object- and organization-oriented; and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modes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dustry have 

a strong tendency of being convergent.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tegrate global 

advantageous resources, professional service teams should be cultivated to gain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nnovation 

in both technology and service should be launched to solve China’s agricultur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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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发展是我

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基本路径。2020年

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

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的重要方向。相较于以产品为主导的运营模

式，服务型制造企业聚焦用户关切，提供贯穿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使得运营理念发生了由价

值传递向价值共创的转变[1]，积极推动产品制造和

服务提供的融合与协同[2]，防范因市场需求波动而

产生的绩效损失[3]，是指导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主流理念。

农机装备是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物质基础。农机装备制造业是衔接第一产业与

第三产业的重要工业产业，具有服务于农业生产与

农产品价值增值的重要作用。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发达经济体的农机装

备制造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整体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

提升的要求。作为服务驱动的新兴商业模式，服务

型制造模式是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涌现的价值增值

范式，在后工业时代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农机

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满足市场需求、获得竞争优

势的重要途径[4]。

相较于其他装备制造业，农机装备与农业生产

活动高度依存，农机装备产品种类繁杂，农事作业

在地域和作物间的高度异质性[5]，且农机服务对象

在生产规模和支付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6]，农机装

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实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特殊

性。在农机装备制造业三产融合地位愈显重要、产

品同质化竞争加剧、使用对象支付能力偏弱的形势

下，农机装备制造业面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需求显

得尤为迫切。

本文在研究分析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和问题的基础上，深度剖析国际农机装备制造企业

服务化典型案例及经验，进而提出我国农机装备制

造业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模式构想，并形成发展建

议，以期为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提

供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二、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我国农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加速期。一

方面，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高值农业发展迅

猛、农村人口非农就业比例大幅提高[7]；另一方面，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阶段，

需要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和市场机制实现农村生态

价值的转化和农业价值创造的提升[8]。为适应农业

发展现状及趋势，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需要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我国农

机装备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一农

机装备制造与使用大国。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农

机装备制造企业达2500多家，初步形成了五大产业

集群，可向市场提供4000多种成套农机具，支撑实

现了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形

成了体量较大的农机装备制造体系，为服务型制造

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在确保粮食安全、农村劳动

力减少的约束下，我国农业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

提供、农机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要求、农机农艺融

合、农机智能化与服务型制造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农机装备制造业，我国

农机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

农机装备产业整体处于深度转型期。得益于农机补

贴政策的长期支持，产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

长，如 2020 年农机装备产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

30%。2021年，我国农机装备产业重心由规模发展

转向高质量发展，表现为产业主力由过剩传统市场

向小众刚需市场转移；市场格局进一步趋于均衡、

产业短板持续补齐；全程、全面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升；与技术和制造相关国外先进经验的本土化空间

不断缩小，但服务型制造价值创造的空间较大。

目前，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内部竞争加剧。农机装

备产品的定价是受原材料成本、用户收入与农作物

价格等多因素影响的决策难题，整个产业在产品主

导逻辑下易滋生低质量机型的“劣币驱逐良币”问

题。因此，需要更为严格和规范的产业政策监管和

扶持，以实现产业集聚更为显著，龙头企业创新动

力更强。

二是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协同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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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农机农艺融合、产业内企业间协同、产

业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衔接尚有提升的空间。农机

装备制造业企业与上下游主体之间依然沿用传统的

基于产品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产业内外协同效

应，农机装备制造业依托农机装备拓展服务型制造

模式的业务量偏低。

三是农机装备制造产业整体仍遵循产品主导逻

辑。在产品主导逻辑下，产业整体重制造、轻创

新，产业内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线重合度高，但

也存在部分地区及作物无农机装备可用的局面。产

业整体呈现出后台“图大求全”，前台“服务促销

售、补质量”的发展态势，制造与服务相互割裂。

与产品研发、制造紧密相关的服务短缺，也限制了

产业内主体与其他主体价值共创的空间。

四是随着我国农机产品市场保有量的不断增

加，针对主要农作物的中小型农机装备制造能力相

对过剩，而针对特定经济农作物和部分丘陵山区却

“无机可用”；另一方面，国内农机装备制造业存在

“四基不稳”的问题，诸多龙头农机装备制造企业

难以与国外龙头企业展开竞争。因此，需要借鉴全

球先进农机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实践并创新我国农

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

三、国外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典型案例

研究

国外发达经济体已经完成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历程，农机装备制造业开始向服务化方向转

型。农机装备制造企业具备了满足供需利益诉求的

相应资源与能力，能够以农机装备为载体，面向用

户提供农事综合解决方案[9]、农机维修维护服务、

农机融资租赁[10]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业务，从而实现

更高水平的价值创造和回收。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美国爱科集

团、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和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3家

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索发达国

家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成功经验，旨在

为推动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寻找借鉴，

进而探索适用于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

的新模式。相关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报告、访

谈等。

案例一：美国爱科集团。作为国际领先的农机

装备制造企业之一，2020年，爱科集团的农机装备

产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3%，主营业务收入约为

91.5亿美元；生产的主要农机装备包括：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自行式喷雾机、干草及饲料装备、播

种及耕作装备、谷物储存装备和蛋白质生产系统

等。爱科集团的服务化模式按业务分类有精准农业

解决方案、供应商管理 / 经销商服务、金融服务 3

类，如表1所示。

案例二：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全球性农机装备

制造企业，生产的主要机型为联合收割机、干草和

饲料装备、喷雾机、播种机和拖拉机等。2020年，

该公司生产的产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38.5%，主

营业务收入约为 223.3亿美元。公司服务化模式按

业务分类有农事集成解决方案、物流运输服务和金

融服务3类，如表2所示。

案例三：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世界农机装备

和服务供应商，旗下拥有凯斯（Case IH）、纽荷兰

（New Holland Agriculture）和斯太尔（Steyr）等农

机品牌。其中，凯斯的主要农机产品有联合收割

机、拖拉机、植保机和摘棉机等；纽荷兰的主要农

机产品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打捆机等；斯太尔

的主要农机装备产品是拖拉机和装载机等。2020年，

其生产的农机产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15.7%，主

营业务收入为 242.9亿美元。公司服务化模式按业

表1　爱科集团的服务化模式

业务分类

精准农业解决方案

供应商管理 / 经销商服务

金融服务

能力构建

拖拉机平台更新、数字化服务研发、面向高科

技企业开展收购与合作

收购麦赛福格森公司并整合其经销商网络、与

供应商 / 经销商进行深度合作

与金融机构合资成立金融服务子公司、设计新

型农机金融服务

需求满足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实现设备销售和收入增长，

提高农场盈利能力

提高经销网络的质量，促使农户购买本品牌农

机装备

提升盈利能力，满足经销商和农户的不同融资

需求，增强农机销售端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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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类有维修维护服务、农场解决方案、二手与租

赁支持和金融服务4类，如表3所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3家案例企业的服务

化模式实践既存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体现在服务

化转型态势显著且均处于领跑地位，差异性体现在

产品定位、市场布局与技术特点不尽相同。

从共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通过分析 3家案例企

业的服务化模式概况，可以发现，其服务化实践主

要体现在与服务相关的若干子业务上。为便于提炼

服务型制造模式，按照服务业务、服务子业务和案

例体现三方面进一步挖掘，如表4所示。

由于农机装备产品的差异性与销售季节性强，

在满足多种农作物农业生产需求时，产品按照成批

轮番方式进行生产制造；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为提升

市场竞争力，对供应商管理呈现出由外在采购向并

购内化的特征，对经销商的管理由“卖产品”向

表3　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的服务化模式

业务分类

维修维护服务

农场解决方案

二手与租赁支持

金融服务

能力构建

提供耐用型农机产品、经销商网络全球化、维保服

务的模块化创新、仓库自营并提供所有零部件

农机数字化模块配备、第三方农机兼容、云计算能

力构建、“车对车”技术研发、精准农业技术研发

促进一手农机销售、加快经销商网络构建、开展顾

客满意度计划、扩展农机运维服务

面向自身提供保理服务、在不同地区设立全资或合

资的金融服务子公司、创新经销商金融服务

需求满足

公司及经销商服务收入的长期实现、农机经济价值

的长期实现

提升农机的农艺性能，减少农机手工作量，提高农

场盈利能力，兼容第三方农机

维系长期可盈利的客户关系，改进农机产品的耐用

性设计，降低维修与养护服务成本，获取二手与租

赁市场的竞争优势

管控金融服务风险，增强经销商网络，增加农户购

机意愿

表2　约翰迪尔公司的服务化模式

业务分类

农事集成解决方案

物流运输服务

金融服务

能力构建

农机传感器配备、应用程序开发、精准农业技术

支撑

自营物流及仓储设施、与当地物流公司合作、控

股部分海外经销商、成立农机装备运营部和国际

物流子公司

构建全程农机产品线、成立面向本土的金融子公

司、与海外金融机构进行合资合作、季节性融资

服务及超长期融资租赁服务创新

需求满足

优化农业生产活动，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场利

润率

巩固经销商网络，跨境物流及时可靠

支持经销商网络构建，提升客户的资金获取能力

表4　案例企业服务业务构成

服务业务

供应商管理/经销商服务

金融服务

物流运输

农事解决方案

维修维护服务

二手与租赁支持

服务子业务

培训、销售激励、保修、融资

批发融资、零售融资、保理

仓储、运输、分发

咨询服务、远程控制、车队管理、卫星导航、

维修保养

零部件供应、维修支持、零部件仓储

金融服务、业务培训、业务支持

案例体现

爱科集团的供应商管理 / 经销商服务

爱科集团、约翰迪尔公司和凯斯纽荷兰工业集

团的金融服务

约翰迪尔公司的物流运输服务

爱科集团的“Fuse”精准农业解决方案，约翰迪

尔公司的农事集成解决方案，凯斯纽荷兰工业

集团的“AGXTEND”农场解决方案

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的维修维护服务

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的二手与租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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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服务”转变，使得全球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具有

较强的集聚性。为此，农机装备产品若不能以农机

农艺融合为目标，面向用户需求开发价值增值性服

务，极易导致产品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在此背景下，全球领先的 3家农机装备制造企

业均进行了由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转

变，其服务化实践覆盖了多种服务类型[11]和服务内

容[12]，具有装备产业的共性。但受农机装备制造业

收敛性与产品使用专有性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服务

类型有经销商销售激励服务、面向后市场的保理服

务、面向经销商和租赁公司的二手与租赁支持服

务，尤其是后两种服务表现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品

牌经销商扮演着拓展后市场农机价值创造空间与部

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角色，需要农机装备制造企业

及其经销商协同与终端用户共同承担与农作物相关

的由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引发的风险。为

此，3家案例企业均展开了与金融服务相关的保理

业务，这一业务不仅面向经销商 / 终端用户提供跨

境保理服务，也有效削减了企业坏账风险。此外，

由于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拥有装备产品的专有知识，

能够为产品二手销售与租赁业务展开提供真实的信

息咨询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经销商及租赁公司开展

二手与租赁服务业务的积极性，同时也提升了盈利

能力。

3家案例企业的服务化实践具有高度相似性，

即企业承载于高技术产品衍生实现供需价值共创的

服务化模式。首先，在农机装备市场品牌忠诚度降

低的趋势下[13]，终端用户的购买决策更多关注于农

机装备的产品技术水平、服务和经销商能力，案例

企业借此也实现了与客户长期关系的自然绑定[14]。

其次，市场竞争的压力驱使企业面向农业全程 / 全

面机械化制造产品，产品线的高覆盖特征使这些龙

头企业面向农业生产拓展服务成为可能。3家案例

企业的服务化以面向农机产品使用的服务而呈现，

协同经销商优化了面向农业生产的服务提供流程。

再次，3家案例企业的服务业务是诸多子业务高度

集成的结果，包含售前、售中与售后各阶段，具备

一定的延续性。但服务设计面向终端特定对象，服

务内容的完整性方便了企业事业部的划分。在服务

化过程中，案例企业不断获取用户知识及农业生产

数据，简化非增值性的服务流程，扩充与丰富增值

性的服务内容，最终形成了形式上高度集成、时间

上可持续的服务化模式。

整体来看，全球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提供种类

具有收敛性，主要涉及供应商管理/经销商服务、

维修维护服务、物流运输服务、金融服务、二手与

租赁支持和农事解决方案6种。由于农机研发周期

长、成本高、受众小，农户支付能力较弱，对金融

服务诉求更大。因此，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能力的

构建需要增强面向对象和面向组织两方面的能力，

前者注重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后者注重内外部资

源整合与组织结构变革。在企业具体实践中，服务

型制造模式作为服务化战略的具体表现，两类能力

集成对服务化具有正向积极推动作用。

从差异性分析的角度来看，3家农机装备企业

在战略定位、经营理念与技术水平方面存在不同，

形成了农机装备产品及服务化模式的差异，具体表

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受农机装备作业对象及地域不同的影响，

3家案例企业在产品定位、市场布局和服务化模式

上具有一定的差异。爱科集团主要面向南美及欧洲

地区销售农机产品，不同销售地域在农技与农艺方

面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因此，形成了以供应商管

理 / 经销商服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服务化模式。约

翰迪尔公司以业内最大的农机产品业务量和雄厚资

源为支撑，设立了全球物流运输子公司，构建了庞

大的全球物流网络，可以向经销商及终端用户提供

优质的物流运输服务，因而，以物流运输服务为主

要表现的服务化模式较为显著。凯斯纽荷兰工业集

团聚焦农机产品质量的提升，寻求差异化的维修维

护服务，以农机产品的较长生命周期支持面向第三

方的二手销售与租赁的服务提供，实现了与从事二

手农机销售及租赁的第三方的高度绑定，在收获了

该品牌农机在二手及租赁市场的高认可度的同时，

获取了大量基于农机全生命周期的维修维护数据，

并将设计制造端的耐用性提升与使用端的预防性维

护相结合，因此，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面向二手与

租赁支持服务提供的服务化模式表现得较为突出。

二是案例企业基于自身技术特点在服务内容和

服务提供方式方面存在差异。约翰迪尔公司和凯斯

纽荷兰工业集团利用强大的数字技术与软件研发能

力，实现农机装备产品与数字技术耦合，最终支持

其能够面向终端用户需求提供数字化的农事解决方

案。相反，爱科集团的数字化能力更多是通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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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企业的收购与合作而获得的，提供的农事解

决方案依赖于农业技术储备及其广泛应用。此外，

爱科集团面向金融服务提供的服务化模式通过合资

成立本地化金融服务子公司得以实现；约翰迪尔公

司和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在转型初期已建立了全资

金融服务子公司，而此类服务化模式更具灵活性。

总之，农机装备制造业的固有特点决定了该产

业服务化或服务型制造发展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

性。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的价值创造要

求始于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解决、终于用户 / 农户

收益的更大化，但由于农机作业环境复杂、作业对

象与环节多，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相较

于其他装备制造业更要求满足场景需求。

梳理 3家全球知名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

典型案例，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坚实的制造技术是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

制造实现的前提。农机制造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市场

以提升农业作业效率、实现农作物产出增加。产品

制造与服务提供的耦合有助于农机农艺融合，即聚

焦服务对象生产过程的自然特征及作业环节，研制

与之适配的农机装备产品，以有针对、高效率、强

耐用的产品削减后市场作业环节服务带来的成本。

二是农机装备制造业以价值共创为目标、开展

服务型制造是产业内多主体协同的结果。这一过程

具有多主体参与、成本共担、价值共享等特征，尤

其与农机装备制造业的供应商与经销商直接相关。

以供应商早期参与产品研发活动、经销商深度介入

产品售前活动为特征的多主体并行的协同作业与各

主体主动汲取价值意识的培植营造了服务型制造的

氛围，将产生协同价值的溢出效应。

三是农机装备制造业实现服务型制造的手段是

衍生以农事解决方案为具体表现形式的价值增值性

服务。农作物物种相对固定及季节性生长的特点，

决定了农机装备产品具有不同于其他装备产品的市

场特征。依托农机装备产品衍生服务将有助于产业

破解因产品同质而产生的市场“红海”争夺，增强

服务业务的后市场渗透度，为提供农事解决方案与

二手市场和租赁业务展开奠定基础。

四是农机装备制造业开展服务型制造实践的结

果是实现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国内外农机装备制造

业的数字化、服务化方兴未艾，企业由以销售利润

为结果的产品主导逻辑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的服务

主导逻辑转变是大势所趋。通过服务提供引领用户

改变传统低效的“耕种管收”方式，延展优势制造

业务、实现与用户的深度绑定，拓展承载于产品的

服务价值创造时空。

四、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构想

近年来，我国已有若干龙头农机装备制造企业

率先探索服务型制造实践。例如，星光农机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了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三批国家级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15]、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了融资租赁服务（第三批江苏省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探索了智慧农业实践方案[16]、中国一拖集团有限

公司搭建了“东方红”农业服务平台（第一批河南

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7]、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构建了无人农场产业链等。这些企业顺应我

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新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农

机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实践经验，基于农机装备

产品衍生价值增值性服务，积极践行着由“销产

品”向“卖服务”的转变。

不同于国际先进农机装备制造企业围绕农事解

决方案开展的服务化实践，我国农机制造业服务业

务多限于面向销售的基础服务，而非基于产品的长

效增值服务，相关服务型制造实践探索仍处于萌芽

阶段，具体的服务化转型成效还未能充分显现，深

入开展相关服务型制造模式的总结，有利于我国农

机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农事解决方案提供为表现形式的服务型制造

是当前农机装备制造业转型的主流趋势。为抓牢后

发优势，围绕农事解决方案实现开展农机装备制造

业服务型制造，是现阶段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践行

服务化理念、主动满足下游市场需求以及面向对象 / 

组织构建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借鉴国际

农机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农机装备制造发展现状和实际问题，本文归

纳提炼出3类面向农事解决方案提供的农机装备制

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如图1所示。

（一）面向供需价值共创的主动式市场需求满足

模式

服务型制造实践是为破解装备产品制造技术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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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质的威胁，为实现参与主体价值共创更大化而

在产业内出现的自发行为，其核心依然是满足市场

对产品的需求。

对农机装备制造企业而言，其经营目标是基于

产品的可持续性绩效改善，包括财务绩效的稳健增

长、市场竞争优势的逐步提升、农事解决方案的全

面展开。3类绩效指标内洽性地指向了供需价值共

创，塑造了以协同为特征的产品与服务集成，旨在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长期盈利能力。

对农机经销商而言，其角色发生着由产品销售

商向服务销售商的转变，受产品制造的相对集中与

服务提供的绝对分散之间的矛盾影响，农机经销商

以其地理优势和知识储备巩固了供需关系，并在农

机装备制造业供应商管理 / 经销商服务的支持下主

动汲取价值，所形成的极具协同效应的经销商网络

不仅支撑了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的实现，并

且丰富与拓展了服务业务提供的渠道[18]，优化了企

业与经销商、经销商与终端用户、企业与终端用户

的合作关系。

对终端用户而言，终端用户购买农机产品的目

的不是持有而是使用，受农作物生长特性的影响，

农机产品使用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用户在考虑

农艺要求的同时，存在购置成本与作业成本的权衡。

对终端市场需求及存在问题的深度挖掘是服务型制

造模式产生的前提。以农事解决方案提供为结果的

服务型制造需落脚于农机农艺融合与农业生产率提

高，而农机的农艺性能提升及农业生产率提高都需

识别市场需求。此外，农业生产低回报率与农机作

业高季节性的特点，决定了农机装备投资回收速度

慢，需要对农机跨域作业服务进行补偿，在此市场

情境下，农机金融服务与增值性信息服务至关重要。

（二）面向对象和组织的服务能力构建模式

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能力的构建可以从面向对

象和面向组织两个方面体现。

面向对象的服务能力构建可以分为农机产品创

新和农机服务创新两类。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及其

相互作用的增强是服务型制造实现的重要驱动力，

两类创新关系的协同能够促成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

目标的实现[19]。全球农机制造业多以两类创新为抓

手来构建服务能力，以农机装备产品为基础嵌入或

衍生出先进的服务业务。

面向组织的服务能力构建指为实现服务型制造

而进行的组织变革，体现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

力，具体表现为外部收购和部门组建。产品主导逻

辑下生产型制造企业组织结构及其经营理念转变是

实现面向服务型制造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例

如，全球主要农机企业通过收购高科技企业或卓越

的中小型配套企业实现外部资源的内用，通过整合

内部资源组建农机服务部门实现内部资源的高效集

成，完成了面向组织的服务能力构建。

（三）以农事解决方案提供为目的的业务拓展模式

借鉴国际农机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成功实

图1　面向农事解决方案提供的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型制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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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可通过主动式的市场机会

捕捉、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创新，产生按服务

业务分类的6种服务型制造模式。

1. 供应商管理 / 经销商服务

集成销售激励、培训、保修和融资服务等子业

务。充分发挥经销商的地理优势，通过增强经销商

服务，既能增强经销商网络和提升经销商盈利能

力，又能提升终端市场对农机品牌认可度。

2. 维修维护服务

集成零部件供应、零部件仓储和维修支持等子

业务。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以全程 / 全面机械化为目

标的农机产品线布局，产生了大量备品备件服务及

维修维护服务。基于对二手市场及租赁市场长期使

用的农机装备的数据收集，该服务贯穿农机产品全

生命周期为终端用户面向产品使用的价值创造提供

保障。

3. 运输服务

集成仓储、运输及分发等子业务。农机装备制

造企业利用自身的物流能力向经销商和终端用户提

供物流运输服务，既能满足终端市场时空分散的农

机产品及零部件需求，又确保了经销商和终端用户

对农机及其零部件的及时获取，可以极大压缩故障

农机的停滞时间。

4. 金融服务

集成面向企业自身的保理服务以及企业下游的

融资与延保服务。由于农机装备及其作业的特殊

性，在控制农机装备制造企业由金融服务而引发的

金融风险同时，向企业下游提供产品购置与使用的

融资与延保服务，可以增强下游企业的获利能力。

5. 二手与租赁支持服务

集成营销协助、金融服务、业务支持、业务培

训和客户满意度计划等子业务，将农机设计、制造

等的专有知识向后市场渗透，通过二手与租赁支持

服务延长农机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形成有利于终

端市场知识反馈的知识流闭环。

6. 农事解决方案服务

集成数据服务、远程控制、产量测绘、车队管

理、卫星导航和维修保养等子业务，直接面向农户

提供覆盖农业生产全程 / 全面的农事解决方案，以

企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为基础创造农业生产的更大价

值，包括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农业生产及农机操

作人员等。

上述 6类服务型制造模式是由若干子服务业务

组成的高度集成体。由于子业务间存在交叉，服务

型制造模式之间相互影响，且依序发生着由低阶向

高阶的过渡，即前3类服务价值增值幅度小，也较

为常见，而后3类服务价值增值幅度大，需要企业

整合更多的资源。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产业内外合作，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

在产业转型与收敛期，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应

充分利用产业内外部资源，通过创新服务提升不确

定性环境中的发展稳定性。一方面，着眼于产品创

新和服务创新，重点研发适合多场景、解决共性问

题的研制技术，夯实支撑服务型制造得以实现的研

制基础；另一方面，增强与全球范围内“专精特

新”的中小农机装备制造企业和聚焦精准农业技术

的高科技企业的资源整合与协同运作能力，提高服

务型制造在龙头企业主导下的产业践行度。

（二）培养专业服务队伍，寻求错位竞争优势

在产业内卷式竞争环境下，农机装备制造业应

探索 / 创新服务模式，寻求错位竞争优势。农机装

备及服务“傍地而研”“适技而成”，在产品具备定

制创新特质的同时，要培养专业化农机服务队伍。

造成同质化竞争僵局的原因是产业“研制用”集成

度不足，与“研制用”直接相关的服务开发力度不

够。服务具有异质性强、渗透性大、活跃性高等特

性，产品与具有这些特性的服务集成所呈现的服务

型制造模式会更易于形成产业错位竞争优势。

（三）聚焦我国农事难题，开展技术与服务双创新

立足我国农业情境，聚焦我国农事难题，借助

先进技术增强产业服务型制造发展活力。借鉴全球

农机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务集成度高、适应性强的优

势，顺势而为，以高质量农机产品发挥共享经济优

势，减少农机装备的闲置时间。建立能够解决我国

农事难题的农机服务系统，如与产前相关的智慧农

场规划、与产中相关的农田农机农艺耦合的试制、

与产后相关的综合农事服务。借助服务型制造模式

创新，实现与环境的灵活适配，最终形成适合于我

国农机装备制造业情境的服务型制造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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