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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与有效途径

韩燕红
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镇府，山东 邹平 256200

[摘要]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要提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在国民经济的组成结构中，除了以往

的项目，还要将“三农政策”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其中。在当前整体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提高，适当

加快农业经济前进的脚步，有利于使社会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就国内当前形式而言，农业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较为关键

的地位，它主导着农民的经济收入以及农业经济的地展。想要使农业经济有着良性和长足的发展，就要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一一

进行分析，进而研究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救过补阙，除了增加农业生产设备方面的投入之外，还要改良管理的方式，促进农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

[关键词]新形势；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改革途径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ffective Way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AN Yanhong
Shandong ProvinceZouping CountyTown Hall of Handian Town, Shandong Zouping, China 256200

Abstract:In the outline of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addition to the previous projects, 

The "three rural policies" will also be included as a key project.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also increased, and it is beneficial to mak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balanced by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properly. As far as the current form of our country is concerne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ocial economy of our country, which dominates the peasants' economic inc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order to mak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have With the benign and rapid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e by one, and then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Besides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quipment,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way of management.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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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程中，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对于农业方面有

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发展脚步要求农业经济的方式也要即时更新。想要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好更快、水平更高，

就需要开辟新的路径，提升其发展的力度。所以，当前形势下，最重要的民生课题之一就是将农业技术水准提升到

一定的高度，让农业经济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目标，增加农业经济效益。

1 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农业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也是各行业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面对人口问题，加强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和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农业发展中尤为迫切的问题。需要制定国家政策以发挥良性指导作用，并为此提供政策支持。

1.1 基础薄弱，先天发展存在严重不足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农业经济是构成社会经济市场的主要分项之一，经济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农业经

济的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目前看来，中国农业的基础相对薄弱，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先天性

不足等问题，阻碍了我国农业转向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使农业经济不能顺利实现最终的广阔发展。由于先天的

不足，也就导致了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不足，不能有更强的发展趋向。同时，除了农业发展根基太弱之外，

我国也相对缺乏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且体系架构不够科学合理，最终造成了一些在生产、经管的管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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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突出显现在投资力度小、经济管控力弱、危机处理能力差等方面。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状况，

则极有可能给农业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在危机过后，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务来对经济进行恢复。因此，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迟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的先天不足以及后续没有完善的投资管理制度。[2]

1.2 农业生产形式相对比较落后

众所周知，农业的生产形式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形

式，如：自动化机械的应用比例、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程度等等。纵观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其主要特点则是科

学技术的使用率十分低，也没有做到足够的市场化，整体而言都缺乏先进的现代化方法。而这些问题在中国西北、

西南等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地貌和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这些地区主要还是依赖于人力进行农

业生产，不能大范围地应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样的情况除了会降低农业生产的效率，还会造成大规模农业生产

的目标难以实现，不能达到最优化投入产出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无法在市

场经济中立稳脚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革新和成长步伐。

1.3 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与农业生产形式给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根本上的决定作用相比，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

低所造成的关键影响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农业资源的缺乏，会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对农业资源进行高效

率地使用，同时对其进行良好地维护，使农业资源能够充分地、持续性地被利用，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业经济发

展和创新的速度。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对农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应用，大量的资源被耗

损、糟蹋，农业经济所采取的都是较为粗犷的方式进行增长。新形势下，农业经济想要取得健康、高效、长足地发

展，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大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普及程度。

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除了要不断更新对于农业资源的应用方式，还要注意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保护，尽量能做到

不破坏环境的同时又提升了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强健发展打下坚实、牢靠的根基。[3]

1.4 后天农业投入不足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既然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视为经济发展的

方式之一，那么，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持续加强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努力从市场管理和发展的角度出发，

通过投入层面，我们将获得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展优势。就目前的农业经济投资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稳

定发展的过程中，充足的资金使用在决定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和农业利用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如果实际农业经济

发展中农业资源严重短缺，将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循环，限制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特别是在

科技投入和现代生产技术的使用方面，受到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很大的影响。

2 新形势下发展农业经济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2.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找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所在，应用现代化的科技方法来对其进行革新，除此

之外，也不要忽视农业整体发展的枝末小节问题；政府要加大对于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力度，除了给予强大

的资金支持之外，还要配备专业的人员对设备进行定期的保养，尤其是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

基础设备有更好地改观；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促使农业经济体制的成功变革。我国的许多地区，

在农业生产中都存在着劳动严重不足的情况，而且收入往往和投入不成正比，同时还会发生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不

稳定的情况，从而造成农业生产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想要改善上述种种问题，除了改革和创新之外，还应该建立

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信息平台的应用，提高社会经济的效益。

2.2 积极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转变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经济朝着集约型的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制度和

农业经济发展在发展模式中具有开放和粗犷的模式。为了赶上农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必要减少转型中的一些错

误，减少资金和资源的浪费，以确保当前社会制度中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要抛开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

将农业发展多样化，提升农业经济水平和实施手段，转变模式，促进多元化的农业发展，例如：在农业经济上，江

浙的很多地区农业发展相对于比其他地区都要先进，体制上和生产模式上机械化的应用程度都比较普遍，所以产量

也就高于其他很多地区。其次，将农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化发展，将两种体制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

最后，将农业经济生态化发展，避开过多农药化肥的产量，使得在这个发展模式上，形成更加健康化、优质化的发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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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大农业发展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

农业经济想要取得更好地发展，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才能有足够的基础保障。其一，政府要加大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出台更多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农民得到真正的

优惠，只有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得到了保障，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体系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地循环，未来的方向才

能够更加准确；其二，除了经济投入和适当的技术支持之外，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还要增加对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力

度。只有让农民自己掌握更多地先进科学技术，熟练地使用一些现代的科学化农业生产机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

状，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各级政府要严格把关，对国家所下拔的资金和技术人才进行多方面

的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每一项技术都确确实实地用到农民的身上，物尽其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4 改善农业资源的态势—改革开放到当前社会经济

事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政策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但使

每一位农民本身都得到了实惠，就我国农业经济未来的整体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资源

的态势有了很大的转变，但还需要有相应的措施使之得到更好地改善。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将当前所有的农业资源

进行重组，而后再对其进行适当地分派。只有科学合理地优化分配，才能使每一项资源的长处都得到良好地发挥，

防止浪费资源的情况发生，为提升农业经济地发展速度做出贡献 [4]。

2.5 开展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业产业

中国的土地和资源辽阔，从各地区的分布来看，从区域环境到生产质量的角度，各级政府要结合当地情况，开

展产品和产业的共同开发。同时，还要确保当地的生产和销售渠道，确保行业中对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保障，维护农

民的切身利益，提高生产效率，切实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效益。这样可以有效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此外，

还要加大力度，将适宜当地的农产品数量和农民发展的趋势提升到更高水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对此，有关人员更要加强重视程度，

依据具体情况和现实特点选择合理化的最优方式。此外，还应当注意在施行过程中及时查找问题并施以相应的解决

措施。不断研讨和尝试可行性更高、效率更高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从整体上促进国内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强化

国家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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