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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罗倩1  谢淑芳2 

（1.湖南开放大学  410004；2.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27） 

摘要：随着我国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村地区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

对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就需要全面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用更加完善的经济管理措施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与进步。

基于这样的理念，本文通过分析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明确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农业经济管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提出了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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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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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in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so need to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management, in a more perfect management measures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Based on this 

idea,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lear the existing 

prominent problems,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o play a role,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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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正因广大劳动人民日复一日的辛

勤劳作，才换来了新中国如此辉煌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

虽然城市地区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也得到了显

著提升，但农村地区基础建设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农村地

区刚刚摘去贫困的帽子，但离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仍然有着相当漫长

的路要走。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就需要针对农业

经济管理分析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农业地区普遍存在基础建设落后的问题，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灌

溉、运输等基础设施得不到充分的保证，极少数由于地理环境的因

素交通运输十分不便。加之农民缺乏科学的农业生产观念，以及自

然条件的限制，即便在同一村落，耕地也呈现零散分布的特点，这

种个体化经营理念无法适应当今的快节奏社会发展趋势，不仅导致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收获的农产品难以打开 售市场，打压了

农民参与生产作业的积极性。又因为农村地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一些农民缺乏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及自动化设备，使得农业生产效

率进一步降低。毫不夸张地说，基础设施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因此想要真正推动农村地区发展，首先要做好基础建设工

作，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提倡规模化农业生产，这样才

能切实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2.农产品种类单一、与市场严重脱轨 

由于农村地区普遍对农业生产的认识较为传统，许多农户仍然

选择以玉米、小麦、水稻等传统农作物为主，同时所选农作物的品

种也相对落后，这同样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也普遍

偏低，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单一化的农产品种类加剧

了地区市场竞争，许多农户不得不低价出售农产品，这种错误的认

识同样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就需要让农民能够认识到市场发展趋

势，选择更加丰富的作物种类以及更加优秀的作物品种。 

3.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土地流转困难 

耕地流失同样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

农业生产效益较低，使得更多的农户放弃了务农，转向了其他产业，

导致大量耕地荒废。另一方面，由于观念较为陈旧，导致农村地区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阻碍，土地流转速度慢使得以家庭

农场为主的新兴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得不到充分推广，极大地阻碍了

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为了改善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应

该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户明确土地流转的必要性，推广新型农业经

营模式，在农户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就会趋于

规模化，这有利于建立农村特色化产业结构，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

经济发展。 

4.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人才稀少 

由于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不均，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

地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农村青壮年户口的

大量外流，能够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就会日益减少。再加上农村地区

基础建设薄弱，当地基层单位缺少农业人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

响下，就导致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而经济落后又会使

更多的农村人口外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通过政策支持、人才引进等手段，让农户看到致富的希望，这样

才能真正改善农村地区人口外流的现状，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切实

的利益。 

5.农业创新科研投入力度较小、未能实现农村经济体制转型 

除了外在因素以外，创新科研力度较小，缺乏创新观念，也是

阻碍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首先，基层单位缺乏对农村现状的

深入了解，所提出的创新建议仅仅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深入到广

大农户的生产作业中，这种流于形式的创新，显然无法为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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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质的变化。再加上各地政府缺乏配套政策，农村地区长期以来

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因此导致发展停滞。 

二、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与农村地区发展息息相关，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现状来看，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主要分为以下

几点： 

1.能够为农户的生产作业提供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 为突出也 为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为广大农户

的农业生产提供切实可行的方向。考虑到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认识较

为传统，许多农民教育程度不高，对市场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趋势了

解甚少，这就导致许多农户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缺乏较为明确的

方向，存在各自为营的现象，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而农业经济管理，则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户了解市场规律，同时

为农户提供更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方案，这样农

户的生产作业有了方向，其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效益自然也会随之提

高，这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有助于有关部门出台利农保障政策 

农业经济管理的实施势必需要管理人员深入到基层，而在实地

考察的过程中，就更容易了解广大农户的实际需要，这为有关部门

出台配套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同时也为农业经济管理本身提供

了数据支撑。而在相关政策出台以后，就农户的生产作业也会更加

规范，针对农业方面的经济分配也会更加合理，这同样为农村地区

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下，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从而建立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

正向反馈。 

3.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态 

农业经济管理会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体系，带来更大的农业生

产规模，以及更加全面的配套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

区的竞争力，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与农业人才的外流。首先，更加完

善的基础建设，有利于引进外来农业人才，更多的人才涌入能够帮

助农户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能够带

动更多人口回流，有助于引进更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这有助于

改善农业生产生态；其次，农业经济管理能够根据农村地区的发展

需要，制定出具有地区特色的发展道路，例如周边自然环境优秀的

地区，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可以引入农家乐、果蔬采摘园区

等附加产业，这同样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方式； 后，完善

的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有助于提高当地耕地利用效率，将农户手中

零散的耕地进行整合，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作业，通过这种形式，

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带动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在根

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 

4、有助于培养当地农业人才 

对于农村地区而言，除了在外部引入农业人才以外，同样需要

在内部积极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考虑到基层单位相关人才的缺失，

因此就需要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建立起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人才

培养模式。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通过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指

导农户的生产作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农业知识的学习。而农户在

生产的过程中接受管理人员的指导，也能够不断地积累农业生产经

验，从而逐步学习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通过这样的方式，基层单

位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当地的农民也能够掌握

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有利于当地农业发展。 

5、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在传统农业生产作业的过程中，农户往往采取人工作业，人工

管理的模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但效率低下，同时也需要消耗农民大

量的精力，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转型。而通过合理的农业经济管

理，能够引入更加先进的设备，改善农民生产作业的方式。例如通

过信息化监控设备，能够全天候自动检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对温度、

湿度、病害情况进行评估，而自动化播种收获设备，能够简化播种

和收获流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样就降低了人工作业量，

将农户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通过机器设备生产，所节约出

来的时间，农户也可以积极利用互联网，打通农产品的市场 售渠

道，通过这种形式，能够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从而带动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 

三、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带动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 

1.贯彻对外引入、对内培养的农业人才发展理念 

农业经济管理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农业人才，从农业发展角度来

看有关部门和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积极培养基层农业

干部，使其了解农业经济管理的内涵，并能够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

论知识，构建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系，指导广大农民生产作业。

同时考虑到农村地区基础建设相对落后，相较于城市而言缺乏竞争

力，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适当提高人才待遇，用更加优厚的待

遇招徕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还可以与各大高校和教

育机构展开合作，农村地区为高校提供师生实践教学和实习作业的

场地，而高校和则为农村地区输送高质量农业技术人才。通过这样

的方式，能够为农村地区积累大量的人才储备，这样农业经济管理

才能够顺利落实。 

2.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转型 

对于绝大多数农村而言，以种植为主的生产模式占据了主要地

位，然而农业生产的形式多种多样，单一种类的生产作业难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市场，因此为了更好地落实农业经济管理，就需要做好

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多元化农业生产体系。首先，政府

和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地区特点，为当地农户提供有利条件以及政策

保障，并为其推荐相关产业，促进多元化产业的形成。例如对地山

地丘陵地区的村落而言，除了在山间河谷中的平地进行作物种植以

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坡度较缓的地区，并利用山地丘陵海拔相对较

高，昼夜温差大的特性，种植易于管理、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的茶

叶等经济作物，这样同样能够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而对于依山傍

水，水利条件良好的地区而言，则可以在种植传统作物的基础上，

发展林业和渔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帮助农户建立种植园区和

鱼类养殖场，这样也能够建立特色化产业机构，有助于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致富。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极大地

丰富地区产业，这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致富的渠道，进而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这充分体现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 

3.拓展线上 售渠道、打造地区特色品牌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步，农产品市场越来越注重规模化、商业化。

更高的品牌知名度以及农产品质量更能够打开 售市场，也更容易

获得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而想要达成这一目的，自然就需要紧跟

时代发展趋势，做好“新基建”工作，将互联网经营推广至农村地

区，为农户提供切实可行的农产品 售渠道。例如一些地区蔬菜、

水果具有品质高、产量高等优点，但缺乏知名度，因此实际经济效

益偏低，而通过拓展线上 售渠道，则能够快速打开市场，让更多

地区的人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经

济效益，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农户可以利用社

区团购、与美团、拼多多等社区团购经 商进行合作，以社区为单

位，打出地区品牌的知名度，再利用淘宝等线上平台，实现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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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将地区品牌推广至全国各地。其次，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以

建立线上 售平台，主要面向有长期合作意向的商户，这样也能够

快速实现农产品变现，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4.做好农村基础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 

想要切实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首先要改善农村地区

基础建设落后的问题。应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基础建设

的投入，从农业灌溉、道路修建再到农户的生活环境，作业环境，

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了良好

的基础建设，就能够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能够吸引更多人才，

这对农村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除了基础建设以外，农业生产

现代化同样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关键，对于有关部门而言，首先要

做好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让农户摒弃落后的农业生产理念，了解

现代农业生产的优点，并定期派遣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推广，以及充

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渠道进行宣传，推动现代化农业技术的

普及。在普及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农户的农业生产种类，进行针对

性推广，例如对于水稻种植户而言，除了推广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智

能监督设备以外，还可以推广水稻生态高效种养混合技术，实现种

植与养殖的一体化发展而对于以果树种植为主的农户来说，也可以

通过科学的套种的形式，建立果实采摘生态园。在农村地区的基础

建设得到完善，同时技术设备也得到提升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效率

也会逐渐提高，进而会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拉近农村与城镇

的发展差距。 

5、注重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经济建设与生态

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理念，对于农村的地区而言亦是如此。只有做

好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改善耕地流失的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提供良

好的外部条件。首先，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规范农户的肥

料使用，对那些生态危害性大，不利于当地生态建设的肥料应坚决

取缔，并让农户掌握正确的肥料使用方法，这样能够避免农业生产

污染土壤和水源，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其次，为了改

善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还可以鼓励农户发展林业，种植经济林木，

利用林木改善水土环境的特性，减少水土流失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

响，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统一。通过这种形式，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

这与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相符。 

结语： 

农村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而农业经济管理的落实

需要广大农户以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要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基础

建设，缩小农村与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差距，还要积极引进和培养

农业技术人才，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并坚持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打下坚实的基础。另

外，还要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为农户提供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

以及线上 售渠道，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从而帮助更多的农户增

收致富， 终实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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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不断提升高校人才质量。现阶段，随

着国家与各大高校越发重视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我国的课程思政

现代化建设也初显成效，但随着课程思政的推进，诸如教育主体之

间缺乏沟通所导致的课程思政孤岛化、教师育人能力不足与学生接

受度低等问题逐渐暴露，急需进行针对性改革。对此高校需制定符

合实际的系统性改革方案，切实提高教师的思政意识与育人水平，

促进各教育主体间的团结协作，共同发挥主体作用。同时不断改进

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创新教学方式与思想传播模式，引导学生深化

对课程思政的价值理解。在实践中多种方案并行，从而逐步深化课

程思政改革，促进高校思政工作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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