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72022 年第 4 卷第 15 期 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下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策略
张玲玲　高玉宁

（靖边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陕西 榆林 718500）

摘要：在十三五建设规划中，“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对解决好“三

农”问题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未来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战略重点和基本遵循。乡村振兴战略要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

领域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高水平的发展。乡村振兴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兵突进”，而是复合式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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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振兴、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产业振兴和

经济振兴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如果没有产业和经济和

支撑，乡村振兴终将是空中楼阁。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技、

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要素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

生产。

一、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和保障，包括农田

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甚至

林业生态、医疗卫生等方面。当前，农村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

比较低，资金投入力度比较弱，再加上资源配置结构不平衡、农

业生产周期长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

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在农村发展政策的支持下，“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政策

的实施使得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部分乡镇形成了农业产业

化发展。但是农村的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零售商进行交易，将农产品售卖出去。分析这条供应链我们可以

发现，因为农业生产尚未规模化，所以在供应链中农民并不属于

优势地位，谈判能力不强。大部分区域的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仍

比较低、农产品加工落后、附加值低，没有形成产业链等问题。

（三）农业产业特色不突出

农村产业链普遍是在农产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粮食加

工产业链、蔬菜生产产业链、中医药生产产业链等。但是产业链

比较短，附加值不高，就地加工转化率比较低，导致农业产业链

的抗风险能力不强，无法形成品牌效应，区域产业特色没有显示

出来。

（四）农村金融信贷体系不完善

尽管当前有一系列农业信贷产品，但是整体而言，农村的金

融支持体系尚不健全。因为农产品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再加上

农村地区普遍缺乏高价值抵押物，因此金融机构给予农业的授信

条件比较严格，授信额度低。另一方面，部分农户信用意识淡薄，

涉农征信体系建设不完善，合规经营和按时还款风险高，导致难

以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

（五）农村留不住人才

农村地区留不住人才也是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素质

人才普遍向大城市涌入，农村劳动力外流明显，大多农村青年劳

动力都选择进城务工，导致农村电商的服务对象变成留守老人和

儿童，开拓面向这一部分人群的市场具有一定难度，需要电子商

务员工的长期坚持和研究，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经济收益，因

此很多人进入农村电商行业后很快选择离开。乡村振兴、农业产

业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农村劳动力、农技人员、高级管理

人才等缺乏，无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一）加强农村基础建设

首先，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手段。但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农村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

所以国家要统筹安排，要有长远的计划，要大力地发展农村的基

础设施，要不断完善公路、信息系统，要使农村有网络，有交通，

有信息，有产业。只有不断优化和完善基础设施，才能促进农业

生产的发展。同时，通过分析现代农业特点，建立新型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使其产生规模效应，从而使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得

到进一步提升。

（二）综合计划与顶层设计

乡村振兴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与扶持，各级政府要

发挥好领导作用，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科学的指导和指导，以促进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政

府要加强对农村的宏观调控，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指导和扶持

农民参加农村经济的发展。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崭新的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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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构建多元复合、抗风险性

强的农业产业结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我国农村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延伸农产品的

产业链，发展食品加工、农产品商贸物流体系，发展旅游业、疗

养业等新型农村服务业。要大力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规模

化、集约化发展，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区

域特色，树立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延伸农业生产链条，促进农产

品深加工 .

（三）健全农村金融系统，构建新型投融资体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强化农业作为国民经济整体

发展基础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政府应

结合农村发展需要，构建多种农业投融资体制。要充分发挥农村

金融服务职能，为农村发展提供融资支持，促进农民的发展。

加强农村企业和农户信用意识的培养，提高农村信用意识，

提高农村信用水平。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延伸金融服务链，发展更

多元化、更符合农业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比如增加宅基地、林权、

大棚、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对于农村地区的龙头企业，可以引导

其进行产业链融资，产业链上下游联系起来，增强整个企业的贷

款和担保能力。

（四）完善人才吸引机制，培育农业人才

在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仍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

是我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人才战略又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因为城乡发展存在差异，因此人才更

过地流向城市地区。农村必须要完善人才吸引机制，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高素质人才相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政府还应出

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员工切实解决好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使得人才引进机制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另外，政府还

可以拓宽思路，鼓励广大新农民返乡、回家，建设新农村。农村

企业还可以与高校积极开展合作，参与人才培养工作，给高校学

生提供实践实习机会，让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

活动，以期提高人才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和对于乡村的情感，增强

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鼓励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科技转化率

农村振兴离不开科技的力量，要推动现代化农业经济的形

成，有关部门必须要不断强化农业科技水平，为农业科技发展

提供全方位支持。首先，政府部门要保证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

增强科技奖励力度，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还要针对我国农业

经济的发展情况，强化职能调控作用，推动农业经济有序发展，

确保现代化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政府还

要为农业企业牵线搭桥，让他们与农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加强

合作交流，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将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推

广到生产中。

三、结语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做好统筹规划，

整体推进，要形成科学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农村的人才吸引机

制，建设人才培育环境和服务体系，浮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

业科技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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