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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这也对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

篇文章将深入分析农业经济管理所面临的限制因素，并通过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多元金融体系建设、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策略、推动科技创新等措施，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最终找到最佳的优化路径。这些建议可以为农业经济管理提供重要的借

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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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results,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limiting factors faced by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financial 

systems,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ltimately finding the best 

optimization path. These suggestions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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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中国的农业经济一直

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农业

经济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中国的农业生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2021

年，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 1.56 亿公顷，比上年增

加了 0.1%。全年农作物总产量达到了 6.14 亿吨，比上年

增加了 1.1%。随着管理层面的持续优化，农业农村经济

取得了稳步增长，但是，在当前的农业经济管理实践中仍

然存在着管理机制、金融发展、产业建设以及技术支持等

方面的限制性因素。这些限制性因素对新农村建设和现代

农业发展不利。因此，有必要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农业经济

管理优化策略，以满足现实需求，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1 农业经济管理普遍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1.1 农业管理机制层面 

1.1.1 经营模式落后 

2019 年的中国农业服务人员会议上，冀名峰强调，

小农经营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模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

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留

守儿童、老人。其实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缺乏现代生

产知识和技术，对现代化经营模式的了解和接受度不高。

由于土地承包制和传统生产方式等因素的限制，农民无法

充分发挥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虽然目前我国农户数量已经

减少，但由于耕地资源分散、闲置和浪费，以及缺乏高效

的经营机制，农户和农业的发展仍受到阻碍
[1]
。在缺乏有

效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农业无法快速发展，进而对农民对

农地的合法获取和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1.1.2 产业结构不合理 

随着科学的进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由传统的第一产业逐步地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然而，

我国的农村经济仍然存在产品结构单一、经营规模小、缺

乏特色经营，由于我国地势问题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推广

难度大，从而导致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又环保意识不强，

从而导致农业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此外，由于农业生产中

“龙头企业”的作用并不完全，农业生产与农户的共生关

系不清晰，难以实现双方的共赢，也不利于农业向集约、

规模化方向发展。 

1.2 农业金融体系层面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

意见》等政策文件，旨在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然而，

目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突出的是金融体

系的缺陷。农村金融机构未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利用

支农惠农政策，导致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在许多省份，

农业贷款申请和业务办理受到了许多限制，这使得农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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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情况将

对建立健康的农村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1.3 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3.1 基础设施配置不完善。 

由于我国各地的财力、政府支持力度、地理位置和气

候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都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由于资金短缺，许多项目都会优先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导致农田和农业设施的发展受到限制。
[2]
这种情况

影响了整体投资效益和资金利用效率，也成为了农业产业

发展的瓶颈。 

1.3.2 缺乏社会支持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存在，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机制

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缺乏跨部门的联合机制，从而使得

农产品的产销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下游销售和消费者的需

求也无法及时传达到生产环节，这给农业经营者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这些企业难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和期望调整现有

的生产方式，更难以为顾客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个性化服

务方案，这影响了行业的发展和升级。此外，一些农产品

加工企业没有真正融入到产业链中，导致与当地农民的交

流和合作不畅，限制了其规模化发展。 

1.4 农业科技支持层面 

近年来，中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资和努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在农机和农技方面，引进了许多先进的品种和技术，

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农业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其产生的社会效益逐步超过

了其经济效益。然而，由于投资周期比较长、效益比较低、

收益不稳定等一众因素，从而导致农业科技领域的人才严

重不足，还出现了人员流失严重的现象，从而使得农业科

技水平难以得到更好地持续发展。
[3]
 

2 采用多种途径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方式 

2.1 完善政策和机制，促进农业经营发展方式的变革

和创新 

2.1.1 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政府在农业经济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应通过改革和

完善机制来实现全面有效的监督和宏观调控。为解决农村

劳动力流失和空心化问题，需要改革和创新土地流转制度。

需要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和颁发流程，并建

立一个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工作体系，以保证土地流转的

顺利进行。此外，应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制度，并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调整现行的征地制度，以促进农

村土地流转到城镇建设用地。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可以

有效地传输和记录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更好地利用网络信

息技术，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2.1.2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因此，在我国当前阶段，需要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以促进其发展。通过企

业的整合，可以实现一定的规模效益。为了推动新一代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进“三权”流转过程，

并进行精细的程序设计，以确保这些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和稳定。同时，建立标准化的流程和体系，通过产

权交易平台和三级产权流转体系来提高效率。在各级政府

部门中设立信息员和专门的服务人员，也有助于提升土地

流转的效率和质量。
[4]
 

为了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在城市中选择示范农场和合作社，并集中一批典型的合作

经济组织，进行农业经营主体群体的培育。同时，需要进

一步健全机构目录，加速推进资料库的建立，以更好地起

到对社会的辐射和促进作用，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发展

环境。此外，还应该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扶持力度，建立

专项资金，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技术指导，提高新农村建

设的效益。为此，可以组织大学教师、行业专家、技术骨

干等，开展不定期的专题演讲和讲座，增加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培训和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2.2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风险防范能力，

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2.1 确立金融体系标准 

由于城乡差距、不平衡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危机的存在，

都会影响农业金融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增

长，这需要农村的经济体系来支持农业的发展，通过农业

银行的贷款、扶贫政策的实施，从而更好地刺激和鼓励农

业经济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银行的业务发展，我们应该积极

探索新的业务方法，并将重点放在提高农业生产和扶贫工

作的效率上。参考现行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和借鉴农村信用

社的经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5]
此外，我们还应该与其

他金融机构开展定向合作，以扩大我们的业务覆盖面，并

促进多方竞争。 

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市场

秩序和标准，充分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潜能，明确产权关

系，建立它们的合法权益，并制定严格的监管措施。降低

市场准入门槛，让民营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同时，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基层村镇银行的支持，以扩

大民营资本的流通。 

2.2.2 健全抵押担保制度 

为了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业人员对农村

金融风险的担忧，我们需要在基层政府的引导和财政的支

持下，健全农村贷款抵押担保体系，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压力，提高他们的信任度，从而推动农业的发展。同时，

在此过程中，应大力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资

料库，为相关企业提供信贷咨询服务，组织“信用村”“信

用个人”等评选活动，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只要有

较大的改革，就能够推动农业发展。国家应主动研究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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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土地为抵押，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与

服务的投资，确保农村资金能够持续被用于农业发展和农

村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延长贷款期限、降低利率、强化

债权的可靠性，以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 

2.3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扩大产品价值链，提升

市场竞争力 

2.3.1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单一产业结构已经

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应采

用更为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并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和独

特的资源优势，促进农产品的一体化销售。同时，还可以

通过实施绿色、无公害的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来提高农民

的收入水平。通过引入本地龙头企业的技术支持和经验积

累，有效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损失，进而拓展其产业链，促

进结构调整，形成优势产业，并提高其深加工的价值和附

加价值。 

2.3.2 丰富服务组织形式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应该从提高农民收入的角度

出发，加强农民组织化，鼓励农民个体化和分散化，形成

新型农民合作社。在农机购买、农资发放、耕种收获、病

虫害防治、销售结算等方面，建立健全的服务机制，以实

现对存量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保证

土地流转所产生的收益稳定，实现收入增长，推动流转农

户和经营主体的共赢局面。 

近年来，许多农村积极推出全托管、半托管等服务模

式，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质量，为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的对接搭建桥梁，同时也聚焦社会化服务维度，努力

实现全过程、高质量的服务。农机产业扶贫项目是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案例，通过实施分红政策，鼓励贫困

农民参与其中，并在整个镇区内向他们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和免费工作服务。通过将土地流转给新兴的农业经营组织，

农机产业扶贫项目已成功推广到了越来越多的乡镇，有助

于推广标准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作业方法。 

2.4 通过加强科技装备制造，实现现代农业的转型升

级，推动农业发展 

2.4.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对农业资金的合理利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水利

工程、电力设施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推进绿色农业的发展，

以达到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现代化背景下，农

业机械在种植、收获和运输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

了更好地完成机械化作业，必须增加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

总量和质量，并对现行的农机装备结构和作业模式进行系

统的优化。同时，针对不同作物品种，开展专门的机械化

收获技术装备的研究与创新，确保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农产

品品质的稳定。要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化农机设

备的运用，建立资质证明制度、标准化农机具技术培训和

维护市场，引进第三方机构对供应商的资格和机具设备的

品质进行监管，以提升农机服务的社会化供应体制，提高

农机在实际生产操作中的效率和操作水平。 

2.4.2 加强科技创新力度 

科技进步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农业

经济转型的基础和支撑。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大力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以提升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为此，

我们要积极利用基因编辑、克隆等前沿科学技术，构建一

个完整的育种、扩繁、生产体系，以期获得更多的优良品

种，从而达到提升农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的目的。为了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我们需要加强对生产环节的技

术支持。例如，以粮食储备为中心，推行“绿色”存储技

术，构建城市乃至全省的灾害防御系统。同时，应对粮食

生产区进行合理规划，以降低仓库的损耗，保证足够的食

物供给。同时，可以利用新型农业投入品，例如生物肥料

和可降解地膜，将其与低碳环保理念相融合，创造出绿色

和循环农业，既提升经济效益，也改善生态环境。为更好

地服务管理者，应大量投入科技，并将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引入智能农机装备平台及其他新产

品的研发中，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效支持，提升产

业增值价值。 

3 结语 

通过“三农”政策的推行和精准扶贫的实施，不仅显

著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和繁

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加快改

进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加快农村

金融体系的改革，引入先进的农业经营模式，促进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应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以期找

到一条多样化的农业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

平，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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