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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国家标准制定工作为《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31项国家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6]77 号）的任务之一，项目计划

编号“20161929-T-424”。本项任务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等单位共同组织标准起草工作。 

二、目的和意义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解决了我国农机作业时间短、大部分时间闲置、

效益不高的问题，也解决了部分地区农机具拥有量少，不能满足播种

与收获需要的问题，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2003 年农

业部发布了《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 2004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规定“国家鼓励跨行政区域开展农业机

械作业服务”，2013 年农业部《关于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意

见》中提到“发展农机中介服务，开展跨区作业信息咨询和机具调度，

为农机服务供需双方搭建沟通桥梁”。可见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越来越

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一种模

式，近年来各地农机部门在加强跨区作业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

派专业的农机技术人员和专门的服务车跟随作业机队，提前做好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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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维修物资准备工作，及时公布服务热线电话等，保障了跨区作业的

顺利进行。 

及时、到位的服务，是跨区作业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尽管我国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目前我国

尚未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农机跨区作业服务体系建设滞

后，各地的跨区作业服务要求存在差异，没有严格的技术规范要求，

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起，服务能力跟不上发展速度，跨区作业服务的

组织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并且在服务过程中缺少标准化指导，

所以在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服务质量、服务管理等跟不上现在农业

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亟需统一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标准。 

因此，迫切需要明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实际需求，如何运用标

准化手段规范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涉及的接单、组队、机具运转、作业

服务、服务反馈等诸多环节，建立起相应的标准体系，研制和颁布农

机跨区作业服务各类急需标准，用规范支撑服务体系建设。该标准的

制定将填补国内标准的空白，规范该行业的服务行为、服务质量要求、

服务过程管理，为供需双方提供质量仲裁的技术依据，推动农机社会

化服务规范、有序发展。该标准的制定对农机社会化服务行业的规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对农机跨区作业走向规范化，形成有序竞争，

促进健康发展，全面提升我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三、标准制定依据和原则 

（一）标准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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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部

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的通知（农市

发[2016]5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2018年农产品加工（农

业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农办企[2013]24号）、《农作物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571号公

告)》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为主要技术依据，并参照《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 

（二）标准制定原则 

1、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 28222-2011 服务标准编写通

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 

2、科学性原则。严格依照《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2003

年 7 月 4 日农业部令第 29 号发布，2007 年 11 月 8 日农业部令第 6

号第二次修订）为主要技术基础，统筹结合辽宁、山东、浙江、安徽

各地农机跨区作业条例或管理办法的要求，并参照《GB/T 24620-2009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等国家标准对服务活动各环节

的统一要求，从服务提供角度，构建标准技术框架，编制具体要求，

有效保证了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 

3、实用性原则。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我国各省农机跨区

作业条例或管理办法中对服务组织的具体要求，全面凝练各地基层和

一线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组织（如：农机推广站、乡镇农机站、农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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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公司、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在基本要求、组织机制、安

全操作、服务质量等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服务规范和实践经验，吸收了

农业部 29 号(2003)《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72 号《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DB3210/T F18-2010 《农

机跨区作业服务规范》的核心技术要求，增加了关于跨区作业服务组

织的合同管理、作业预案、信息服务、投诉处理、服务质量等内容，

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4、协调性原则。作为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基础通用性标准，在

术语、基本要求、合同管理、方案设计、作业服务等标准条款内容方

面，与我国现行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及农业部 29 号(2003)《联合收割

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72 号《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

监理规定》等协调一致、配套使用，相互支撑。 

5、前瞻性原则。在兼顾当前我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现实情况的

同时，体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引导性特点，考虑到未来的农机跨区作业

服务发展趋势和规范化的需求。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组并完成标准框架 

2015 年 9 月，国标委《农业机械化服务标准前期研究》项目任

务下达，组织项目组对标准任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成立了《农机跨

区作业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任务要求，安排了工

作进度。2015 年 10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分工协作，收集、整理和分

析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相关资料、政策文件、标准和数据，开始起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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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草案。 

2、开展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调研 

2015年 11 月-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赴辽宁省沈阳市农机局、康

平县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本溪县满族自治县农机局及山城子农业农

机专业合作社；山东省农机管理局、山东省农机鉴定站、山东省农业

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浙江省农机局、富阳农技站、萧山农机站、

桐乡农机合作联社、龙游农机站等；安徽省农机技术推广总站、肥西

县德敏农机专业合作社等 4 省份近 20 家单位，开展调研并召开了项

目研讨会，收集相关资料、数据，研究分析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发展现

状及标准化现状。 

3、形成国家标准草案 

2016 年 1 月，在前期调研及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的技术

内容构架并依据 GB/T 1.1-2009 开始具体标准内容起草。2016 年 2

月-4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形成《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工作组讨论 1 稿。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技术内容，经反复讨论，

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 2 稿。3 月 11 日，组织召开了《农机跨区作业

服务规范》国家标准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标准的整体框架，修改补充

了各章节的具体技术要求，于 4 月初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 3 稿。 

4、征求专家意见 

2016 年 9 月，起草组召开了标准草案专家研讨会，邀请农业部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针对行业分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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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讨，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 

5、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起草组结合调研和专家建议，对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进一

步的修改和完善，反复讨论标准草案条款，于 2016 年 10 月形成了标

准征求意见稿。 

五、相关技术内容说明 

1、适用范围 

标准规定了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基本要求，以及合同管理、跨区

作业队组建、作业预案、机具转运、作业服务、信息服务、投诉处理、

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质量要求，并给出了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主要质量

指标。适用于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提供和管理，也可作为选择跨区作

业服务组织或机构的依据。 

2、术语和定义 

主要参照了 GB/T 24620-2009《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

需求》、GB/T 15624-2011《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DB3210/T F18-2010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规范》、农业部 29 号(2003)《联合收割机跨区

作业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72 号《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

规定》等的相关规定。 

3、技术框架 

标准主要技术框架包括基本要求、服务过程、服务保障等 3 大方

面 13个子级，覆盖了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各个环节和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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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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