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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下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因素
1.1技术因素
1.1.1保守的靠天吃饭思想。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的生活水

平改善很大，但是农民整体的务农思想还处于保守阶段。面对旱
涝等天灾时，农民的应对策略十分有限，靠己力难以抵抗。也就
是说，虽然时代进步了，很多农民也依然处在靠天吃饭的阶段，
如果本年度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就好些；如果本年度发生了一些
自然灾害，庄稼就要减产，年收入就要降低。

1.1.2技术应用较为初级化。如今农民务农的机械化水平有
了提高，农药化肥等辅助生产的手段也更高效了，甚至抖音、快
手等类型的移动信息渠道也打开了，这些都让农业的技术应用有
了提高。可惜的是，整体上还是初级水平。农民获得技术的方式
很受限，知识水平又不高，因此常常是听说什么农机、化肥等好
用，就去引进什么。缺乏专业技术储备的农民，很难真正将“先
进”技术高效利用。

1.2管理因素
专门负责农经管理的部门、人员虽然存在，但是他们与农

民的“谋面”次数有限，沟通有限，导致其在很多农民心中
没有存在感。而农民们大多还是按照自己的务农计划、习惯开展
分散的劳动。也就是说，农经管理目前有浮于表面的问题，缺乏
对群众的深入性工作。这也让相关管理非常被动，而农民缺乏对
其了解与信任，自然不爱配合，且一旦发生问题也会出现纠纷。

1.3环境因素
农村土地本是天然的沃土，却由于当代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受

到波及。如，一些化工企业设立于城郊，其因生产而排放的废弃
材料、污水等都对环境造成了压力，使其难以通过自然循环而恢
复平衡的生态。这就让近边的农业土地被牵连，沃土变废土。

2  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建议
2.1提升农业软硬件技术
农经管理部门可着力于农村软硬件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软实

力方面，开展定期的农民技术知识培训，并将当代新出现的农业科
技进行宣传，还可以邀请农业专家、教授到村开设讲座；在硬实力
方面，积极鼓励农民引进先进设备，并联合财政、农业银行等机构
的力量，为农民的技术设备升级申请补贴、优惠，解决农民的经济
顾虑，同时，还要在技术设备进村的契机下，请相关设备厂家或上
级农业部门派专业人才下乡指导农民关于技术操作的问题。

2.2推动经管体制的升级
当下的农业经管体制需要打破过去的模式，与农民重新构建

紧密联系。思想方面，相关管理人员要有意识地靠近农民，不吝
下乡实践，以所见所闻来真实地指导管理实践；管理的规范制定
方面，相关管理者既要掌握农民各家各户的实际经济水平，以确
保其相关农资投入的合理性，减少纠纷隐患，还要对农民的生产
性实践加以规范，保证其更科学地使用新设备、操作新技术。

2.3动员全员农民护环境
农业生产的环境是其一切劳动价值存在的基础。相关部门

须动员所有农民一起守护环境。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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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选择用地加以约束，使其生产行为、放排行为尽量远离生
产土地；另一方面，相关经管部门对农民的放荒烧荒、乱丢废弃
农药等行为加以管控，让其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去做，一切有规
矩可循。此外，对依然造成污染的环境，相关部门可邀请专家指
导，有序、有矩地科学治理。

2.4有意识培养管理人才
一方面，经管相关部门要积极鼓励内部人员下乡锻炼，把下

乡参与工作作为积累管理经验的必须路径，而不是把其看作是
脏、苦、累的代表避之不及。另一方，相关部门可以细化岗位职
责，吸引更专业的人才入岗，为管理工作注入“活水”。此外，所
有管理人员不应过分安逸于自身的工作，其部门应该制定严格的
考核制度，以督促他们不断进步。

3  农业经济管理之于农经发展的促进作用总结
3.1规范性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可以帮助相关人员了解农业一线情况，从而规

范管理活动，统筹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帮助农民进行资源有效配
置，进而提升管理的效率，提高农民的生产收入；农业经济管理能
够对农民不合理的生产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其因个人性的行为使集
体利益受到损害，使所有农民都能够有序地进行农业相关活动。

3.2引导性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可以起到指导作用，主要是帮助广大农民获得

更多更有效的农业前沿信息，同时推动农民以更科学的方式来组
织生产。这种引导的本质是意识上的引导，促进农业向科学的方
向迈进。而这个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的成长与农民思想的进步
是相辅相成的。

3.3保障性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可以以其政策的强制性帮助农民做好生产的保

障性工作。如，以政策约束环境破坏性行为，以行政效力向农业
输送专业人才等。没有农业经济管理的保障，农业生产也不会停
止，但是难以保证其利益不受损。而有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保障，
农业生产可以更有条不紊，且能在更安全的、高效的环境下进行。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背靠农业经济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能够使得当代农业更顺利地
克服其在技术、管理、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但同时，农业经济管
理部门自身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不限于在技术、体制、
环境、人才几方面进行调整，要以发展的、可持续的眼光看待部
门发展、看待农业发展，进而不断做出有突破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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