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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我国农业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只有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改善当前乡村的发展现状,努力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才能满足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乡村振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看,乡村振兴和农

业经济建设还任重而道远。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农业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农业经

济措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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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the "three rural" problem,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only by actively building socialist modern villages, improving the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status, striving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at pres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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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瓶颈？这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支

持,同时农民也要转变自身的思想意识,努力向新时代农村发展

思维靠近,搭上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快车。现阶段世界经济

的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当前

的实情来看,农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阻碍因素。研究者和

决策者需要及时分析农业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找出相关的解

决措施,为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业经济的建设出一

份力。 

1 大力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 

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我国当前的一个基本

国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

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

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

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

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农

村地区的面貌变化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通过国家的乡村

振兴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助于改

变农村地区的面貌。 

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

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

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加强农业经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举措,是改善我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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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必要需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发展的必须之举。加强农业经济对农业的生产、经济、

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2004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行农村发展的新模式,农业经济的

发展逐步进入以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发展阶段。

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转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

历史发展过程,农村地区取得明显的发展成效。随着农业经济转

型,农民收入在价值、增长和结构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我

国现阶段农业经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2.1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不高 

规模化和产业化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模式的一种体现,而

目前我们国家农业的规模化仍然不足,产业化的推进仍有很大

提升空间。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缺乏能带动一定规模农户的

龙头企业,缺少领头羊的产业化效果,总体上而言,一些企业还

没有回归农村地区,无法充分发掘农村劳动力的潜力。而且目前

农村地区的企业也呈现分散化、规模小的特点,更是难以带动产

业链的发展壮大；第二个方面是农产品的产业链不够一体化,

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环节过于分散,农民与企业的合作机制不

够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造成了上下游关系的

不紧密。 

2.2产业模式多样化程度低 

在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模式是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原

始生产,这种初级生产的方式最大的弊端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

大,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弱。如果农村完全依靠农业,就无法

支撑农业经济发展。在进一步发展中,要积极地拓展思路,拓宽

生产的环境,打通农业基础生产的上下游,将产业要素融入生产

发展,包括食品、旅游等。 

2.3技术化、商业化程度有待提升 

很多农民没有丰富的科学种植和养殖知识。各种农业扩张

措施无法深入开展。由于工业化意识不足,基础条件落后,信息

技术发展水平低,加上农村地区的现代科学技术落后,农村商业

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业经济发展必须立足现行经济体制,遵循

相关政策,顺应时代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农村商业化

发展。 

2.4农业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 

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落

脚点。为科学全面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更好地提高农业经济

发展水平,要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提高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效率和质量。但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

设总体还比较滞后。例如,在农业种植业的发展中,保水灌溉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前提。如果缺乏良好的灌溉条件,当然会直

接影响优质农业种植的发展。水保护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在使用

环节需要较高的维护管理费用。受此影响,许多农村还没有真正

规划和建设完善的农用地水保设施,这当然直接制约了农业经

济的高效科学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农业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基

础设施。当前,农业技术拓展范围有待完善。在许多地区,行业

范围广泛的农业技术在面临区域环境问题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特别是在一些山区,农业技术不能有效推广,导致生产方式

不正确,效率低下,影响农业经济发展。 

2.5农业经济管理水平不足 

为确保农业经济发展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支持和惠益,国

家出台了多项农业优惠政策。但是,从农业经济发展运行管理的

现状来看,管理过程本身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

经济的发展。 

3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3.1加大对农村产业规模的投入力度 

首先,政府可以引进高科技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

为农民提供再培训和人才培训的机会,有效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农业经济自然可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其次,加强道路建设,提

高农村道路运输整体质量和使用率,加大道路硬化强度和养护

力度,保障路面生命,打造城乡立体联动。最后,积极建设供水管

网,提高农业用水的整体质量。完善农村通信网络,提高信息对

称性和信息质量。农村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生产工具不再局

限于犁和锄,而是转变为信息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建立

现代生产关系。 

3.2加强人才的培养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这意味着需要引导更多资

本、技术、人才要素流向农业农村,打破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进行组织创新,实行规模化种植,发展三产融合

等。所以,乡村振兴需要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农业产业人才,一批具有开拓精神且懂市场经营的新型农业

经营人才、一批从事农业生产技术指导与推广的农业科技人才、

一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技术骨干。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做好乡村人才培养工

作。一是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这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

种好地”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业职业培训体

系,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二是要大力挖掘乡村各类

能工巧匠、传统技艺传承人,继续加强培养,不断提高其技艺水

平,还要加强乡村其他各类实用人才的培养,以适应乡村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三是要大力发展乡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切实全面提升乡村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为乡村振兴打好

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次乡村振兴还必须采用多方聚才的方式,鼓励引导城镇

各界人才投身乡村。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支持企业家、专家学者、

医生教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下乡,特别要注重发挥乡

贤的作用。不仅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用感情留人,更要以事业聚

人。各地需因地制宜,从本地资源和区位特点出发,编制适合回

乡人员投资和建设的项目,为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舞台。 

营造良好的人才生存环境。一方面各地可以乡村振兴的相

关人才制度供给为切入点,逐步建立健全“三农”人才的培养、

管理、激励、保障机制,推动形成乡村人才振兴长效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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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才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建设宜

居乡村,使乡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

生活条件。 

3.3提升产业多样化程度 

我国农业经济要取得更大发展,不能单靠农业产业,而是要

结合本地区资源现状和实际情况,发展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高

水平产业。与城市地区相比,许多农村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果有可能开发部分生态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结构调整。 

3.4优化乡村绿色生态环境 

绿色生态环境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不同的地区

有着不同的乡村特点,在优化乡村生态环境时,要顺应地区的发

展特色,制定合理的优化方案,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既要考虑实

际的地形地貌,还要考虑当地的乡村特点,既要保留当地的乡村

风貌,又要优化乡村环境,保护乡村的生态系统。 

4 结束语 

我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乡村振兴

战略是农村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经济将迈入新发展阶段,乡

村全面振兴步入新阶段。在此道路上,一定会有诸多的不确定因

素的问题和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不仅减缓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

更是结合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将乡村振兴用于

解决我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改善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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