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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2024 年 6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印发实施《2024-

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引领农机研、产、推、用

全链协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一轮补贴政策强调稳产保供、创新可控与差异化补贴，有望

驱动农机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① 补贴重点方面，突出稳产保供。重点支持高性能播种机、智能高

速插秧机、大型智能高端联合收获机械等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

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其他重点机具的推广应用； 

② 补贴资质方面，突出自主创新和安全可控。鼓励大型、大马力高

端智能农机装备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

区创新鉴定机制，加快推动创新农机产品取得补贴资质； 

③ 补贴标准方面，突出有升有降的差异化补贴。以 30%为基准补贴

比例，针对重点机具提升至 35%，针对区域严重短缺移动式烘干

机、履带式拖拉机、履带式收获机提升至 40%；针对过剩落后机具

降低至 20%，其中轮式拖拉机（除动力换挡、无级变速等档次外）

降低至 15%，其余过剩落后机具降低至 10%。 

④ 补贴机制方面，突出对新购农机工作量的补贴考核与补贴激励。

对具备作业信息化监测条件的大型、智能、复式、高端、绿色农

机以及重点机具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补贴按照 7∶3 比例

分两次定额兑付,即在购机后兑付 70%补贴,次年新购机具达到规

定年度作业量后,再兑付 30%的补贴。对第三年、第四年连续两年

完成年度作业量的农机,分别按照定额补贴资金的 10%、10%予以

激励补贴。 

 

 对比前二轮农机补贴（2018-2020 年，2021-2023 年），新一轮

补贴政策（2024-2026 年）“优机优补”趋势显著，有望加速农机

行业结构性优化： 

① 农机补贴预算持续增长。根据财政部官网，2024 年中央财政拟安

排 246 亿元资金支持农机补贴，自 2020年起连续四年上升，CAGR

为 9.68%。 

② “大型化+创新化”发展趋势突出。对比前二轮补贴，此轮补贴首

次提及动力换挡、无级变速类高端拖拉机与新能源农机等品类，

同时农用无人机补贴由区域试点推行向全国范围开展；代表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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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持续向“大型化+创新化”方向倾斜，有望推动高端智能化农

机销售占比提升。 

③ “优机优补+丰富品类”精准化补贴。对比前二轮补贴，此轮补贴

在上轮补贴首次提出差异化补贴基础上，补贴比例跨度由 15%-

35%扩大至 10%-40%；在低端农机退补的大趋势下，补贴范围由过

去的 15大类 40余小类增加至 25大类 55 小类，代表此轮补贴整

体朝向结构化、精细化发展，有望优化改善市场结构，淘汰低端

落后农机、鼓励高端先进农机。 

 

 新一轮补贴政策有望推动拖拉机行业集中度提升，大型、大马

力机型占比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 1-4月国内大型拖拉

机产量为 4.84万台，同比增长 13.1%；中小型拖拉机产量为 16.39

万台，同比下降 12.59%，大型机保持增长，占比进一步提升。而

在中小型拖拉机领域，随着补贴比例与范围持续退坡，偏低端制

造商有望逐步出清。我们预计拖拉机市场份额将向高端大型龙头

企业进一步集中。 

 

 投资建议：在粮价稳定、生产集约化、鼓励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行业背景下，一方面，国标切换后农机需求筑底回升；另一方面，

农机补贴预算与配套政策充分响应国务院设备更新政策要求，加

速行业结构性优化。农机龙头企业是行业结构优化、格局集中的

引领者与受益者，建议关注【一拖股份】、【第一拖拉机股份】（HK）、

【中联重科】、【威马农机】等。 

 

 风险提示：农产品价波动风险、补贴政策变动风险、市场竞争

加剧盈利承压风险、国际市场开拓风险。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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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农业机械板块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名称 
收盘价 
20240605 

营收（亿元） 净利润（亿元） P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一拖股份 16.9 115.3 129.3 145.8 164.6 10.0 11.5 13.2 15.3 16.4 16.5 14.3 12.4 

中联重科 7.93 470.7 566.1 667.1 782.1 35.1 45.9 60.8 72.1 27.1 17.4 13.6 10.1 

威马农机 26.7 7.9 — — — 0.7 — — — 46.9 — — —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按 2024 年 6月 5 日收盘价计算，一拖股份、威马农机采用 wind 一致预期，中联重科使用国投证券研究中心盈
利预测 

  
图1.2020-2024年中国农机购置补贴金额呈稳步上升态势 

 
资料来源：威马农机招股说明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表2：回顾近三轮农机补贴政策，补贴比例逐步差异化，补贴品类范围细分化，高端大型农机趋势显著 

政策名称 
补贴

形式 

补贴比例 
补贴范围 首次提及品类 补贴重点 补贴机制 

最低 最低 最低 

《2024—2026年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 差异

化补

贴 

10% 30% 40% 

25 大类 

55 小类

155品目 

动力换挡/无级变速类

高端拖拉机、新能源

农机、农用无人（全

国实施） 

重点支持大型大马力

高端智能农机和丘陵

山区适用小型机械 

对于部分具备信息检

测条件的新购农机，

新增年度工作量的补

贴考核与补贴激励 

《2021—2023年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15% 30% 35% 

15 大类 

44 小类

172品目 

农用无人机（试点实

施） 

重点支持高端智能创

新农机产品 
单次结算补贴 

《2018—2020年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定额

补贴 
30% 

15 大类 

42 小类

137品目 

— 

重点支持绿色生态导

向和丘陵山区特色产

业适用机具 

单次结算补贴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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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指数 10%及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指数 10%及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

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

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本公司

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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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为任

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

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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