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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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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农业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前的农村经济

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使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本篇文章还将对

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展开探讨，希望能够对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提

升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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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based on agriculture,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agri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that constrain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argeted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related sol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op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here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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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形势下，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以农村为主的广大地区，为我国农业经济作出巨大

贡献。当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的农业经济

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与挑战。随着人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对食物的需

求也发生了改变，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的农业正在朝着更

大的方向发展，但是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此外，由于

人们对于天然资源的过分使用，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对

生态的维护，因此，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其重要

性也日益凸显。在面临种种困难与挑战的情况下，作为新

兴的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应当更加关注农村的整体发展。

所以，深入分析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相应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 

1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概述 

农村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世

界环境的变迁相协调，中国的农业和经济体系也在持续地

进行着变革。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村经济发展”是一个

从长时间的停滞不前到具有一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发

展的过程。当前，中国农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1.1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农业生产持续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根据对全国 31 个省（区、

市）的抽样调查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2021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8285 万吨（13657 亿斤），比 2020 年

增加 1336 万吨（267 亿斤），增长 2.0%。其中谷物产量

63276 万吨（12655 亿斤），比 2020 年增加 1602 万吨（320

亿斤），增长 2.6%。而对于农产品出口总额方面，比 2020

年也要上涨 7 个百分点。不管从产量上，或者从贸易量上

来看，都有很大的提高
[1]
。 

1.2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农业经济发展都是

以粗放式的形式进行的，这是由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在农业生产中，对于大型机械化投资少、规模化农业发展

规模小，可以说发展滞后，方式单一。在不断深化的过程

中，由于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条件的提高，以及政府的

相关制度的健全，使得中国的农业从原来的粗放式走向了

更加精细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其发展模式一直都

是以资金为主要驱动力的农业经济模式。 

1.3 农业结构多元化 

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的经济

已经从自给自足逐渐过渡到了商品经济，其经济形态也已

经从单一，逐渐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畜牧业和渔业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以种植业占绝对优势，园林植物的

种植范围不断扩大，在农产品出口中，水产和海产品占了

很大比例。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32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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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农业科研与教育力度加大 

近年来，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农业重大科学研究，包

括培育新的基因工程和建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系统等。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与“211”和“985”有关的院校

对与农学有关的学科的培养。在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

基础上，加大了农业的经济、科技化发展的步伐，并加速

了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2]
。 

2 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 

（1）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滞后。农业生产的加

工技术薄弱，附加值难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科技部刘燕华

表示，目前的确出现了农业科学技术对整体农业发展的贡

献偏小的情况。根据相关专家测算，与国外已达到 78%以

上的水平相比，目前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仅为

48%。 

（2）劳动力质量偏差，劳动力的年龄和男女比例在

不断下降。我国拥有 4.8 亿的农民，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

力，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耕地产出效益低

下，多数青年男子选择放弃耕地，改土为木，前往大城市

务工谋生，留守的多为女性与老年群体。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在主观上使农户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也造成了农

户对农产品产量的不断降低，农户对农产品的关注程度不

断降低的“恶性”循环。 

（3）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贫瘠，土地利用的平均水平

较差。农户的耕地面积较少，平均每户仅 0.5亩，耕地分布

分散，不利于规模化发展，极大影响了农业的经济效益。 

（4）农产品的营销还不够成熟，营销网络还不够畅

通。市场销售渠道狭窄，针对性不强；大部分农户没有积

极收集买家的资料，他们的产品以卖到当地城市为主，导

致了农产品供给过剩。 

（5）农牧结合的工业组织与工业联系的弊端。要想

推动一家企业的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好的产业环境和畅通

的产业沟通。 

（6）在山地丘陵地区，耕地的离散性没有得到很好

的发挥，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当地的特色。比如在梯田区，

可以通过种植茶叶、中草药、花卉等特色作物，达到一定

的发展程度，从而达到发展特色农业的目的。 

（7）农业产品生产的零散性，不能实现规模化，也

不能实现名牌化，而一味地聚集，则会造成商品的售价大

幅下跌。农产品品质良莠不齐，并未实行统一贴牌式的收

购，导致了只有扩大的种植面积，却没有形成名牌，农户

们只能挣着“辛苦钱”。 

（8）农业市场上的物价很乱，买卖程序很不正规（比

如计量工具有问题），低价买卖、“黑”农户的辛苦所得等，

严重地干扰了农业的正常买卖，也严重地损害了农户的生

产热情。 

（9）承包契约的不明确，制约着农户对生产要素的

利用，制约着农户对承包的热情。国家应该把土地承包经

营权招投标的整个流程都交给农户来完成，并保障农户的

监督权，不要给农户一种“外来户”的感觉
[3]
。 

（10）多数农户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的观念不强。

比如，某地由于一些农户种植真菌，因此大量砍伐树木，

还进行了很多的废弃物加工，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1）灾难性发展依然严重，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强。

如某地修建高速公路和租赁土地时，对土地的不重视，致

使大量的土地变成了非农用地和荒地。重晶石、石灰石、

黏土等矿物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造成了部分农田与山

地的荒芜，使原本“靠山吃饭”的农户失去了生活来源。 

3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农村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

问题。 

3.1 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低 

与世界先进农业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经济条件相对

薄弱，农村的生产力相对低下，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对较差。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由政府领导，缺乏足够

的认识和科学的辩证，加之农户自身的条件限制，使得科

技成果难以得到有效的应用。真正发展起来的龙头农业企

业很少，规模也很小，无法作为一个典范去引领其他企业

发展。目前，国内的科学研究、教学等方面的投入多为大

型、中等规模的公司企业，农业发展投入少之又少；农村

剩余的劳动力分布不均匀，很难产生规模效应。目前，我

国的农科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农科科技开

发和应用、制约农牧业发展的瓶颈
[4]
。 

3.2 农民自身素质低，劳动力数量减少 

目前，我国的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差，农业生产力较

低。伴随着我国的“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村人口主

要以老幼为主，她们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我国的“三农”技术在我国的普及与应用。而农民

进城务工呈现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趋势，务工人数呈上升

趋势，而务农人数急剧下降。 

3.3 国家制度约束及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进下，国家在许多领

域对农村的有关政策进行了完善，然而，农村的快速发展

还要求相应的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以传

统的农业体制为主导，农户的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

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又妨碍了技术进步，致使农户的收益

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在工业、服务业等上的投资越来

越多，但在农业上的投资却很少。目前，由于国家没有形

成一个健全农业进行投资的体制，农村经社部门对农村的

资助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3.4 外资对农业投入不足以改善农业经济的发展 

外资在我国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农产品的深层次的开

发，而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外资在我国农业投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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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较小，而且投资收益较低。对于高风险、高附加值的产

业，如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则更是寥寥无几。此外，我

国对外资在我国的运用也存在着不均衡现象。 

3.5 自然资源及环境破坏严重，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

度低 

由于自然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我国人均占有资源

也是非常低的。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农业用地的不断减少

和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农业用地的产粮率不断下降。森林

资源过度开发，造成了森林面积减少，土地荒漠化加剧，

水土流失加快，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目前，中国对于环保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

关注，很多发达国家都对中国的“碳排放”问题表达了

强烈的怨言，并对中国的农业出口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特别是有关环保问题。重金属严重超标，废弃物堆积，

这使得我们的农产品贸易受到了技术障碍的制约，这不

但对人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还造成了严重限制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4 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加

大农业科研创新力度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资，全面

提升其科技水平，特别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从基础的生

产设备，到农业的发展，到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高科技

的支撑。要在更大范围内，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和农业

研发中心的建设，并支持公司设立农业科研中心，同时，

还需要国家在财政和技术上对农业进行支持，逐步完善

农业技术创新的生态系统，加大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

研究力度。总之，要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加速作

物品种的培育，发展低碳农业，研究防污治污技术，改

善农产品的健康与安全
[5]
。将农业科研投资放在了资金

支持的第一位，增加在农业科技投资中的比例，并向外

国的先进的农业技术进行了研究学习，同时还可以促进

农业院校和公司的积极参加到农业技术的推广中来。从

各个方面来达到用科技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实

现农作物规模化经营，使农产品的产量得到提升，也增

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2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由于不同的气候状况，需要不同

的区域进行不同的农业经济发展，以适应区域发展需要。

农业经营主体要不断改进农业的发展模式，向精益求精的

农业发展，将农业的发展重点放在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上，在这个前提下，推动农业向产业化、规

模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用农业的集群化来推动农业的发展。

在加速推进产业转型的同时，应根据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

结合欠发达区域的特点，实施“特色型”工程，加大对龙

头公司、重点企业和高端装备等的技术开发力度，以新技

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革新。要强化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互

相渗透与融合，让服务业对农业的拉动效应得到最大程度

的体现，农业经济的新增长点早日出现。在此基础上，要

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做好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在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发展既能促进农民增收，又

能减轻日益增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4.3 提高农民素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缺少了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我们的整体国民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

然而农民本身的素质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与他们生

活条件低下，教育水平落后有很大关系
[6]
。加强培养与现

代农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将其延伸到更多的农

业链条中，提高其自身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可

以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有效地缓解了农业的发展问题和劳

动力过剩的压力。强化乡村教育，是当务之急。加强对农

民工的职业训练，增强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发展其他产业，

通过产业链的延长，持续增强农业本身对农村劳动力的吸

收。并应积极支持和指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为乡村

带来更多的人才和更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乡村社会带来更

多的生机与活力。 

4.4 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面对众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蔬菜基地、生产大棚等，

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合作组织的完善和

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同时按照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

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

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4.5 保护节约耕地，为农业经济提供资源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建设多走外延式发展道路，土地

利用效率低、利用方式粗放，忽视了城镇土地的内部挖潜，

造成了土地浪费。作为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控制的重要手

段，尤其要强化对耕地保护的重视，避免耕地保护打“擦

边球”。同时，严守保护耕地应与挖潜并重，为弥补用地

不足，应该开发整理补充耕地，通过拆旧、建新、复垦，

扩大农用地，补充存量用地。各级政府提高认识，强化领

导，狠抓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要素保障。 

4.6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要素流动 

第一，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

献。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发达

的工业体系，转变城乡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党的二

十大提出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的基础。第二，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从改革之前的严重偏斜逐渐发

展到新世纪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尽管经

济实力是基础，但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根本原因。此外，城

乡融合既需要外部财力支持，更需要农业农村内部能量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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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下，各类要素都能够充分流动，

能够发挥最大潜能，这是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民

族复兴的最根本动能。 

5 结论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了全社会

的普遍重视。由此可见，农业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要

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加大农

业发展资金的投入，积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

农民的农业知识教育，增强土地规划的精准度和合理性，

注重农业生态的循环发展。相信上述的具体对策，可以有

效地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农业

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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