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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顺利发展是我国总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石，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状况的特殊性，目前

其经济发展情况还不理想，需要找出目前存在的薄弱项加以攻克，进而提升农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本

文提出了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目前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

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以此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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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s a basic industry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teady devel-
opment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y, bu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ituation,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ideal, we need to find out the existing weaknesses to 
overcome, and then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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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al economy, and analyzes several problem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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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总体经济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得到质的提升，然而我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作为世界公认的农

业大国，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城市，农

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仍落后于城市，诸如此类问题亟待解决。当前我国农业管理体系不成熟，农业发展

的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距离农业现代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要推动农村经济的合理管理，实现农

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就要加强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农业经济管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施乡村

振兴、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1]。在全力开进“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推进乡村振兴

面临着农业经济管理的诸多难题，迫切需要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创新[2]，释放出农业经

济管理的潜能及优势，为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保障[3] [4]。 

2. 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 

2.1.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机械化水平的落后导致农业生产力滞后不前。虽

然已经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引进先进设备来完成基础设施的升级[5]，但由于资金、

理念等方面的短板导致机械化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3]。同时，由于大量的农业用地被侵占，农业用地

比较分散且规模较小，大型的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难以应用到小规模的农业用地上[6]，这也是限制我

国农业机械化处于较低水平的一个原因[7]。 

2.2. 农业从事者专业素质不高 

在当前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人员素质对于农村经济管理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调查过

程中，发现当前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的人员缺乏农业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储备，经济管理意识不足，

加之不熟悉现代化的学习手段，对新事物的吸收能力较差，导致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无法充分吸收利

用新知识和新技术，不能及时抓住新的发展趋势，影响农业经济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大量年轻人进城务工加速了城市化发展进程，也直接导致了农村缺乏年轻的劳动力，留守在农村的

农业从事人员普遍年纪较大，思想较封闭，学习能力较差，无法完全理解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对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不熟悉，有数据表明机械化的推广会提高约三成的农业经济效益，这一事实也拖慢

了农村经济发展进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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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化管理水平落后 

农村地区的普遍特点就是网络环境较为闭塞导致其对新事物的接受力在主管和客观方面都弱于城市地

区。“互联网 + 农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开展，信息的传达不畅使得农户不能及时捕捉市

场的变化[9]，专业敏锐性降低，加剧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难度[10]。 

3. 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3.1. 形成制度保障确保农业经济优质发展 

进行农业经济管理可以打破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限制因素，例如提升农产品生产加工中的

科技水平、保证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最小限度的受病、虫、天气灾害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业经济稳定

高效增长[11]。农业经济管理可以根据不同农业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合乎当地发展的战略目标，

通过规范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手段引导农业经济实现优质发展[12]，加速创建高效、规范化、制度化

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13]。 

3.2. 提高农民从业热情，化被动为主动 

专业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凭借其专业性使得农业生产模式更加现代化，提升了农业经济效率与农业

经济收益，收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就提高了，之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不信任被打消，会更加积极

配合农业经济管理工作[14]。相较于之前被动地进行农业生产，收成靠天，买卖靠运，专业从业人员会制

定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农业生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主动权在人民群

众手中。 

3.3. 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的应用，构建智慧农业体系 

信息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可以整合资源，推进农业相关信息管理体系更加透明，提高农业决策准确性。

通过搭建信息化基地将当地政府、农业企业与农民联系起来，通过培养兼具信息技术与农业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进行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以信息化基地为核心进行农业经济管理，利用科技简化农产品生产过

程，减少农户劳作，使农产品销售更加便捷，规范农产品生产销售流程。提高市场风险防范能力与自然

灾害防御能力，提高农产品标准，实现农业信息的快速共享，提高了信息传递质量，及时了解市场需求

有利于减少产品交易的损失，增强农业经济韧性。 

4. 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对策 

4.1. 加强专业人才培训，培育农业经济管理队伍 

专业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专业素质较好，业务技能熟练，能帮助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具备农业知

识与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是进行农业经济管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经济管理的智力支撑。 
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训，从学校教育、专业设立、在职培训等方面贯穿起来培养一批

能力突出、觉悟高的专业人才队伍，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励机制的运用，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人

才提供完善的奖励与晋升通道。组织在岗的经济管理人员定期参加挂岗挂职学习，补充吸取先进的专业

知识，及时掌握农业经济发展趋势，提升专业敏感性。同时搭建专业知识交流平台，帮助各地区的农业

经济管理人员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政府可以适当加强农业与社会企业、高校的合

作，以此来加强对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培养，加强人才储备，还要相应提供合理的薪酬激励作为农业经济

管理人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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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搭建信息平台 

加强农业经济的科学管理，要加强对思想观念的转变，融入时代发展的要素，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

递优势帮助农业经济管理向着信息化、互联化发展。将农业与科学技术进行结合，为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提供技术支持[15]。 
通过构建农业经济信息互动平台完成信息的收集与数据的分析处理工作，全面分析市场发展需求，

建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库，保证信息公开与安全的同时促进信息在市场上的流动[16]。推动“互联网 + 农
业经济管理”的发展，帮助农户灵活应用电子商务平台。 

4.3.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 

首先，追加投资农业水利设施，提高投资效率；其次，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进农村道路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对农村交通进行全局性规划统筹推进，加快农村道路布局高效、协调发展，使其对农业

生产能发挥更好的促进作用；再次，政府要利用基建、乡村建设行动，及时维修农村老旧电力基础设施，

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电压环境提供不同的供电模式，解决农村用电成本高以及用电安全等问题；对于农

村落后的医疗基础设施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进更多医疗人才和医疗设备保障，以确保老百姓的健康

生活。最后，政府要加强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补齐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短板，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

在农村生产生活领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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