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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京政农发〔2020〕2号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

试点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要求，为做好本市农机购置补贴“三

合一”试点工作，结合本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际，制定了《北

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试点方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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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试点方案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 年农业生产发展

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 号）要求，本市

启动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手机 APP、补贴机具二维码和物联网监管

“三合一”试点。为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

方案。

一、试点时间和机具范围

1.试点时间：2020 年 2 月 1 日（含）-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保障政策的平稳实施，2020 年 1 月 31 日（含）前，按照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试点工作的通告》

（京政农发〔2019〕59 号）执行。

2.试点机具范围：在我市销售并申请补贴的轮式（履带）拖

拉机、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和青饲料收获

机四个补贴品目须符合我市“三合一”试点相关要求。

二、试点内容

（一）采用“北京农机补贴”手机 APP 申办补贴

功能：方便购机者在线查询补贴产品、补贴额、申请补贴等；

方便区级农机补贴管理人员对购机者提交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核。

要求：“北京农机补贴”手机 APP（以下简称“手机 APP”）

技术提供方应提供便捷的下载方式（如：提供统一的 APP 下载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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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址、下载 APP 的二维码、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索并下载安

装等），并按市农业农村局要求及时完善、修复相关功能；购机

者在使用手机APP时要及时更新，并注意手机APP中的提示内容，

利用手机 APP 扫描机具上的二维码查询该设备是否为补贴机具，

同时在申报补贴时，扫描机具二维码读取该机具的相关信息；区

级农机补贴管理人员在后期抽查时利用手机 APP 扫描机具上的

二维码，读取该机具在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中的登记信息比对机具

实物进行检查。

（二）采用机具身份二维码管理机具唯一性身份

功能：实现“一机一码”，即一台试点的补贴机具对应唯一

的身份二维码，方便查询、核实补贴机具信息。

要求：生产企业须在补贴机具的醒目位置，使用金属材质铆

接固定永久性二维码标牌，二维码标牌可以与原产品铭牌合二为

一,也可以在原产品铭牌邻接位置单独铆接固定。二维码尺寸不

小于 20mm×20mm，且能够正常扫描读取信息，生产企业在产品

出厂前，要核查该二维码是否能够正常读取，不能正常读取二维

码信息的产品不能作为补贴产品销售。扫描铭牌上的二维码，根

据品目不同，可以得到下列信息。

1.轮式（履带）拖拉机。二维码信息包括出厂编号、企业名

称、产品型号、产品名称、标定功率、最小使用质量、发动机编

号、驱动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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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二维码信息包括出厂编号、企业

名称、产品型号、产品名称、标定功率、发动机编号、喂入量。

3.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械。二维码信息包括出厂编号、企业名

称、产品型号、产品名称、标定功率、发动机编号、工作行数。

4.青饲料收获机。二维码信息包括出厂编号、企业名称、产

品型号、产品名称、标定功率、发动机编号、割幅。

具体要求见“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中“农机

购置补贴机具二维码管理辅助系统使用说明书”。

（三）试点补贴机具安装卫星定位终端上传数据到物联网辅

助管理平台

功能：购机者可及时了解试点的补贴机具行驶轨迹、作业面

积等情况；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在核验机具时，可通过查询该机具

的运行（作业）轨迹，进行非现场核机，后期了解该补贴机具的

使用情况，方便监管。

要求：生产企业对轮式（履带）拖拉机、自走式谷物联合收

割机、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和青饲料收获机，须安装物联网监控设

备(卫星定位终端)，自农机产品生产日期起,物联网设备可读取

信息的期限不少于 3 年。物联网设备须达到必要的硬件标准,能

够产生必要的数据信息，并按照相应的数据对接协议将机具的原

始运行数据上传到“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物联网辅助管理系

统”中。具体要求见“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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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购置补贴‘三合一’系统农机定位北斗（BDS|GPS）终端硬件

说明”和“北斗（BDS/GPS）农机定位终端数据传输协议”。

购机者不得私自拆除物联网设备。区级农机主管部门要转变

监管方式，对于“三合一”方式办理的机具，要由现场核验机转

变为申请后的实地抽查核验，抽查核验比例由各地依据该类机具

办理总量确定(机具总数 100 台套以上的抽查核验比例不低于

10%，机具总数 100 台套及以下的抽查核验比例不低于 20%)。

三、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区级农机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加强力量，统筹推进本地

“三合一”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和明晰岗位职责。要

加强重点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

防控能力。

2.强化监督管理。区级农机主管部门要及时对农机购置补贴

辅助管理系统中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加强对短期大批量、短期单

户多台套、长时间无轨迹等情况的监管预警，要加强对试点中违

规行为的调查处理工作。生产企业未按方案要求执行的，视同履

行承诺事项不到位，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市农业农

村局、财政局《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规定

（试行）》处理并对外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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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责任义务。区级农机主管部门要承担好政策实施领导

责任，负责对试点中关键环节的监督，研究解决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同时承担起试点组织实施责任，对形式审核

和抽查核验结果负责。购机者对购机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产销企业要严格按照要求履行承诺，并对自愿参与农机购置

补贴工作的一切行为承担主体责任。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手机

APP、物联网平台和二维码生成平台中的数据信息安全，由软件

系统技术服务方负责。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 年 1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