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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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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劳动力不足，信息鸿沟，运输

等、技术和其他因素一直限制了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经济管理

力度，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生产效率。本文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入手，根据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

就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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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al Pa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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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nder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re
developing in full swing. But the shortage of labor, the information ga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factors have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most rural economic area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we mus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mprove farm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pa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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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振兴乡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实现国

民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前提。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

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要想真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

因地制宜地进行区域划分与产业规划[1]。为了乡村振兴、

促进社会主义繁荣的远景目标，应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都制定了发展乡村经济的规划。随着国家对农业支持力

度的加大，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但同时我国的农村地区仍存在许多问

题亟待解决。农村经济管理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的动力，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推动作用。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1.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滞后

农业生产企业缺乏自身发展能力等，不能带动农业产

业整体集约化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化进

程，必须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而构建高效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离不开完善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

有不尽合理的情况目前，我国多数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还不

尽合理。这种状况不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

优化配置资源，导致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由

于小农经济中生产规模小、产品单一、品质难以保证，导

致市场竞争力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再有由于小

农经济中生产规模小、生产过程分散，导致抗风险能力弱，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容易遭受较大损失。

2.金融体系和产销联合机制建设效能较低

农业生产资金不足:如果产销联合机制不完善，销售环

节存在问题，农民可能无法及时获得销售收入，导致农业

生产资金不足。

农业产业链不稳定。如果金融体系和产销联合机制协

调性不足，金融机构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销售

商可能无法及时获得充足的农产品，农业产业链不稳定[2]。

农民收入不稳定。如果产销联合机制不完善，农民的

收入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市场竞争力下降。如果金融体系和产销联合机制

协调性不足，农业企业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导

致农业市场竞争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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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资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与农业实际需求脱节等。

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

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

也需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民生产实际需求的衔接。

二、农业经济管理优化主要策略

1.构建与新农村发展相匹配的发展机制

构建与新农村发展相匹配的发展机制，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考虑:

政策支持: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农

村经济的发展。政策应覆盖土地、财政、金融、税收等多

个方面，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支

持，例如道路、电力、通信等。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维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应

加大对农村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的

研发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教育培训。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应加强

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素质，为农村经

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市场化运作。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政

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村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市场化

运作水平，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资本参与[3]。社会资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

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完善金融体系与产销联合机制

政府应加强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持，鼓励和支持金融

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村经济主体开展产销联合，促进农产

品生产和销售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金融体系和产销联合机制需要密切协调，保障农业生产资

金的充足性和稳定性，提高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同时，也需要加强产销联合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高

销售环节的效率和质量，保障农民的收入和权益。

3.实施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指土地所有权人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

其他人的行为。实施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具体措施如下: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

障流转各方的合法权益。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政府应通过土地流转，鼓励土地

规模经营: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例如通过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

性。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违

规行为，保障土地流转的规范和有序。

通过实施土地流转，可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

也需要注意流转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保障农民的

合法权益。

4.推广信息化应用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机遇。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村信息技术创新，推广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提高农村生产和管理的智能化水

平[4]。应向农村提供技术支持，指导和帮助农民使用信息

技术，提高信息化应用的效果。应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

训，提高他们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和意识。提供政策支持，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信息

化应用，例如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推广信息化应

用，政府应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和推广，提高信息化应用的

认知度和普及率。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政府应加强对农

民信息化应用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保障信息化应用的安全

和可靠性。

5.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力。政府应加强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

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和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农村新能源技术创新。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能

源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村新能源技术

创新，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的应用，减少对传统

能源的依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农业科技管理:2023年5卷2期
ISSN: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265

农村环保技术创新。环保问题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问题之一。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环保技术创新的支持力

度，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和推广新型环保技术，

降低农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农村文化创意产业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村文化创意产

业创新，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高文化软实

力和竞争力。

通过农村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农村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需要注意创新与传统农业的关系，

保持农村经济的特色和优势。

三、农业经济管理优化其他策略

1.做好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对农业经济管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

生产对资金的投入要求较高，财务管理能够有效保证农业

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存在一些

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以及财务管理方法落后等方面，这些都

是造成目前农业经济管理混乱情况的原因所在。搞好财务

管理，能有效地遏制财务混乱现象，能够有效的促进农业

经济管理建设发展。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财务人员素质偏低以

及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水平等方面。

必须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建设的开展，健全相关规章制

度建设，农村农业经济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管理规章

制度[5]。加强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对生产管理中开

支经营严格管理，坚决制止公款私用。对农村资金进行科

学配置，确保各项资金使用情况得到良好控制，避免盲目

浪费现象的发生，降低不必要损失的产生。确保农村农业

经济可以高效运转，确保农村经济合理运行有序。农村农

业经济管理工作需要不断优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强对

财务风险的有效管控。确保财务管理的公正性，公开性，

透明性，农村农业管理部门要及时对各项生产经营财务管

理行为进行规范和披露，积极接受上级和人民群众监督，

确保经济管理的透明和公平。财务管理可以规范农业经济

管理的行为和流程，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可以通过对经营效益的分析和评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

促进农民的发展。

2.引入多元化农村组织形式，提升农村经济发展质量

引入多元化农村组织形式，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建立合作社，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建立合作社，

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效益；

二是支持龙头企业，政府应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参与

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三是建立村级经济组织，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建立村级

经济组织，提高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四是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政府应推动农村社区治理，

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和效率，促进农村社会稳

定和发展。

通过引入多元化农村组织形式，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的

组织化程度和规模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

也需要注意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保障农民的

权益和利益，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

农村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

要环节。为了提高农村经济管理的人才素质和能力，政府

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教育培训而言，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人才

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

建立职业教育体系而言，政府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

系，培养适合农村经济管理的专业人才。

加强人才引进而言，政府应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吸引

高素质的人才到农村地区工作，提高农村经济管理的水平。

建立激励机制而言，政府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和支

持农村经济管理人才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

新能力。

加强人才交流而言，政府应加强人才交流，促进农村

经济管理人才的经验和知识分享，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

通过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管

理的水平和能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需

要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促进人才与农

村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

四、结语

合理高效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可以通过公平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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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科学合理性的农村经济建设布局，提升农村发展能

力和生产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向前，为农民增收创富，

反过来，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还能更加激发广大农民劳动

力回到农村、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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