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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方商贸往来
的经济走廊，也是农业交流的重要通道。
而今，中国的农业技术也沿着“一带一路”走
出国门，在中亚地区遍地开花并广受好评。

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
达里亚州，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乌兹别克斯坦水利部水问题研究所
共建了一块节水棉田示范区，推广中国种
植标准后，当地棉花亩产量从140多公斤
增长到 300 公斤。古瓦拉克村棉农谢尔
佐德·多纳耶夫抢喝“头口水”，他感慨，自
从用上中国的棉种和技术，他的棉田产量
几乎是过去的两倍，而人力、肥料、用水等
投入减少了一大半。

同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乌塔
伊奇客地区，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采
用太阳能驱动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
备，具有省电、节水、节肥等功能，使当地
棉花产量提高30%以上、节水50%。

制造企业也闻风而动。这一次，钵施
然公司在完成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
出口订单后，还为对方提供了中国的棉种
和覆膜节水技术，以改变当地大水漫灌式
的粗放种植模式，提高棉花产量。此外，
钵施然公司还安排了技术员在乌兹别克
斯坦定点跟踪服务，把国内的维修标准推
广到国外市场。

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枢
纽，也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之一，2023 年原棉产量达到 380 万吨。
据了解，乌兹别克斯坦对采棉机的需求在1
万台左右，并计划在2026年前彻底实现机
械化采棉，其中蕴藏着巨大市场，如果中国
制造的先行军能够受到认可，将会在国际

采棉机市场分得更大的份额。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1 周

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
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
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中国制造能否点亮“一带一路”？钵
施然公司95后工程师张延昕手机里的一
张图片，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是在几个月前，张延昕跟着营销
团队运送两台采棉机到巴西时拍下的场
景：只见 1 台钵施然采棉机，与 4 台国际
大牌——美国约翰迪尔采棉机并驾齐驱，在
巴西库亚巴的万亩棉田里作业，格外醒目。

“与约翰迪尔采棉机相比，我们的采棉
机不仅价格实惠、维修便捷，许多细节上的
优势也很明显。”张延昕说，比如采棉机驾驶
室走下来的扶梯，钵施然公司已经根据客
户反馈，改成了液压式的悬挂扶梯，避免了
扶梯刮伤棉花或碰伤人，这一细微的改造，
受到了巴西农场主的认可。

巴西是中国在南美地区最大的贸易
伙伴，中国政府也将巴西定为“海上丝绸
之路”向南美延伸的重要支点。据有关报
告，2022/23 年度巴西棉花种植面积约
2490 万亩。如今，巴西此前采购的一批
采棉机逐渐老旧，当地加快设备更新的进
程，给了中国制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从中亚到南美洲，更多中国造采棉机
带着中国农业技术以及和谐包容、互利共
赢的美好愿景，开始驰骋棉田。但专家也
提醒，要清醒认识到，想在全球竞争中脱
颖而出，仍要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断
推动采棉机技术迭代、服务升级，这样才
有望拓展更大的市场。

角逐国际市场，中国先进农技踏上“一带一路”临近大寒节气，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气温低至零下10
摄氏度，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千里冰封，这一壮观景
象已持续多日。

徜徉在塔里木河畔，一望无际的棉田里，还残存着一些棉
花秸秆，吸引了成群的牛羊前来啃食。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
沙雅县，2023 年棉花种植面积约 175 万亩。不久前的采摘
季，一台台国产采棉机在这里驰骋，将一朵朵棉花吸入体内，
然后自动打包成一个个通常由金黄色包装膜包裹、重约 2 吨
的圆柱体棉包——俗称“金蛋蛋”。

借着“一带一路”东风，这些采棉机还驶向中亚的广袤棉
田。其中尤以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最引人注
目：半个月前，钵施然公司完成了对乌兹别克斯坦 54 台采棉
机的出口订单，金额超8000万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披
露的信息显示，这是国产采棉机首次大规模出口。

这是不小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大棉产区，新疆虽然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就启动采棉机研制，但始终未能攻破核心技
术，高端采棉机一直长期被外资品牌垄断，进口率一度在
90%以上。由浙江省和嘉兴市援疆指挥部牵线、浙江亚特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钵施然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它
是如何打破垄断，进而打开“一带一路”市场的？国产采棉机
首次大规模出口国外市场，又意味着什么？

每年 9 月下旬至 11 月初，是新疆的采棉季。据新疆日报
报道，新疆全区2023年棉花机械化采收率超过85%。

近日，记者从杭州出发，辗转几千公里到达沙雅县城时已
是深夜。次日一早，记者来到钵施然公司沙雅工厂，销售部经
理赵栋陪同记者沿着县城往南，途经塔里木河，驱车 75 公里
来到哈德墩镇。穿过一片胡杨林，大片的棉田映入记者眼帘。

走进哈德墩镇永安村，记者见到了 56 岁的棉农吴银田，
他正忙着给冬小麦抽水灌溉。偌大的院子里，5 台钵施然生
产的三行圆捆打包采棉机格外醒目，正是靠着这些大家伙，
他承包的棉田面积从几百亩拓展到 4000 亩，丰收的喜悦绵
绵不绝。

“采棉机，我们都叫它‘下蛋机’，采摘、压缩、打包，一气呵
成，10 分钟能就吐出一个‘大金蛋’，5 台机子一天能采 1500
亩棉花呢。”谈及丰收的景象，吴银田面露喜色。6年前，吴银
田承包了 300 亩地种棉花，到了采摘季，因为找不到拾花工，
急得整宿睡不着觉，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找到 40 个拾花工，花
了两个月才采摘完，结果又错过棉花最好的行情。“找拾花工，
每公斤要 2.5 元工钱，像去年的行情，棉花每公斤收购价才 7
块多，刨去成本，就赚不了多少钱。”

2010 年前后，新疆棉花主要由人工采摘。每到采棉季，
来自陕西、四川、甘肃、宁夏等地的采棉工就背上行囊，搭乘

“采棉专列”来到新疆。当自动化、智能化大型采棉机在万亩
棉田闪亮登场，热热闹闹的“采棉专列”逐渐退场。“一台机器
抵得上一支采棉大军。”钵施然公司沙雅工厂对外接待部经理
刘泉印象深刻，他说，2019年采棉季，全国各地涌向沙雅的拾
花工数量从 2008 年的约 9.6 万人锐减到 3000 多人，现如今，
采棉大军浩浩荡荡进沙雅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离开哈德墩镇，记者来到沙雅县红旗镇多勒昆村，走进
棉农阿卜杜拉·麦海木的家中，只见他正和技术员对几台采
棉机、播种机等进行检修。去年，他花了进口采棉机一半不
到的价格，购买了一台钵施然采棉机，不仅拿到了政府补
贴，还靠着帮人采棉花额外赚了 40 万元。“钵施然公司在沙
雅很多地方设了维修服务点，农机坏了，拨个电话，技术员
就上门了，这是其他品牌尤其国外采棉机没法比的。”阿卜
杜拉·麦海木说道。

采棉机国产化不断加速。以钵施然公司为例，2021 年
起，其采棉机连续3年保持每年600台以上的销量，采棉机总
销量超过 1800 台；企业从 2018 年投产时的产值 8000 万元，
到 2023 年总产值预计突破 12 亿元。权威资料显示，钵施然
公司采棉机 2023 年销量在中国市场份额达到 42.14%，位居
行业第一。

近年来，铁建重工、现代农装、天鹅股份等多家农机企业
进入新疆，在采棉机自主创新上获得突破，攻克包括自动控制
系统在内的多项技术，在采净率上不断赶超外资品牌，不断扩
大市场占有率。这些中国企业搭建起了高效、便捷的售后服
务体系，在采棉季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赢得了棉农的认
可。行业统计数字显示，国产采棉机在新疆市场占比超过八
成，越来越多像钵施然这样的“中国造”在新疆棉田里闪耀着

“国货之光”。

新疆棉机采率超85%，
国产机占比逾八成

打开“一带一路”市场，中国造采棉机首次大规模出口国外

国产“下蛋机”产出“金蛋蛋”
潮声丨执笔 宋彬彬

“中国的采棉机，好用！”这两天，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棉农绕夫力在使用了钵施然采棉
机后，给钵施然公司市场部发来了积极的反馈
信息。

性价比高，是国产采棉机的突出优势。在
沙雅县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记者走进钵施然
公司沙雅工厂的销售展厅，只见 10 多个型号
的拖拉机、采棉机、播种机、喷雾机一字排开。

采棉机属于典型的技术集成型高端农机，
研发投入耗资巨大。2021 年起，嘉兴市援疆
指挥部每年投入援疆资金，支持钵施然公司建
设博士后流动站、开展农机使用技术推广等。
在嘉兴市援疆指挥部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钵
施然公司已成长为一家现代化智慧农机制造
企业，具备生产采棉机、播种机、联合整地机、
残膜回收机、喷药机等涵盖棉花全产业链的机
械设备能力。从最初的牵引式到眼下的自走
式，从三行箱式到六行圆捆打包，企业先后在
采棉机领域取得193项专利，批量生产的多款
采棉机填补了国内空白。

“这台三行圆捆打包采棉机，售价 228 万
元，政府给棉农的购机补贴有 40 万元；旁边
这台六行圆捆打包采棉机，售价 458 万元，
一台能抵 1500 人手工采摘，比国外进口的
便宜 300 万元左右。”赵栋说。2019 年，钵施
然采棉机首次走出国门，但出口量只有两
台。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一口气订了 54 台
钵施然采棉机，可以说是对中国造采棉机的
充分认可。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主要棉花生产国
和出口国之一，棉花产值约占农业产值的
40%，素有“白金之国”的美誉。过去几年，当
地人工采摘仍占比较大。近年来，当地开始提

升农业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以采棉机为代表
的农机设备成为农业市场的宠儿。乌兹别克
斯坦也曾向其他国家进口采棉机，但高昂的采
购成本和维护成本让其望而却步，一直在寻找
高性价比的采棉机。

去年 6 月，经贸易商推荐，乌兹别克斯坦
选定了钵施然公司在内的 7 家采棉设备制造
商，再从中选定 3 家潜在供应商谈判，并开展
实地考察。经过多方对比，乌兹别克斯坦采购
方最终相中了钵施然公司，在去年9月签下这
笔订单。

钵施然公司安排人员到乌兹别克斯坦进
行调研，结合当地棉花种植的行数和间距，定
向开发了四行自走式圆捆打包采棉机，按照国
外的种植模式来计算，这款采棉机每小时可采
收棉花 25 亩到 40 亩，采净率达 95%以上，含
杂率低于10%。

钵施然公司迈出的这一步有怎样的意
义？记者来到阿克苏地区阿拉尔市的塔里木
大学，采访了该校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教授张
有强。他认为，钵施然公司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的这批采棉机，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核心零
部件完全实现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西方国家
技术垄断，譬如零件的加工制造、自动控制技
术等，在综合性能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
推动新疆和兵团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创新驱动，后来者居上。以钵施然公司为
代表，中国不少采棉机制造企业虽然是高端采
棉机研发生产领域的后来者，但都实现关键技
术突破，成长势头迅猛。2022年，中国国产品
牌采棉机保有量占全国采棉机保有量的比重
达51%，首次超过国外品牌采棉机。

达国际先进水平，钵施然开进“白金之国”

宋彬彬

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
长期以来，新疆采棉机市场被约翰迪尔和
凯斯等进口采棉机垄断。钵施然公司通
过技术攻关，打破了国内市场被进口品牌
垄断的格局，也让棉农得到了实惠。

沙雅县棉农肖平江算了笔账，他6年前
种了200亩棉花，在没有用采棉机之前，差
不多要雇20多个人采收，人工采摘成本每
公斤约2.5元，碰到棉花行情不好的年份，几
乎一半的种棉收益要用于拾花工工资支出。

他也曾考虑购买国外品牌的采棉机，
但是国外品牌只有六行式的箱式采棉机，

品类单一，价格比国产的采棉机高200多万
元，还没有购置补贴——这远远超出了他
的承受范围。另外，国外品牌采棉机在当
地没有配件供应，维修成本高、周期长。

经过一番对比，肖平江最终购买了国
产采棉机。此后，采摘成本降到每公斤
0.7 元，较人工采摘每亩节约成本 300 元
以上。国产采棉机
作业效率一点儿不
比进口品牌差，而且
维修便利。正因如
此，他承包的棉田面
积越来越大，如今已
超过3500亩。

算一笔成本账

记者手记

2023年12月29日，钵施然公司一批四行箱式采棉机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受访者供图

巴西库亚巴的棉田里，红色的钵施然采棉机与美国约翰迪尔品牌的采棉机并驾齐驱。 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工作人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105105团五连的棉田里装运棉包团五连的棉田里装运棉包。。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在新疆库尔勒市一处棉田在新疆库尔勒市一处棉田，，农农
民驾驶大型采棉机采摘棉花民驾驶大型采棉机采摘棉花。。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