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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本文从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持、

加强农村产业合作与农民合作社建设等六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并提

出了相应的策略和措施,旨在为农业经济管理的改进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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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is facing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from six aspects: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mproving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promoting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strengthen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rural 

talent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and strengthening rur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farmers' cooperative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iming at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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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新农村建设成为了

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

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支持。 

1 新农村建设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1.1农村经济结构转型 

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

以来,农村经济主要依赖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如粮食种植和养

殖业。然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政府提倡农村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元产业的综合发展。这种

转型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从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

来,转向更加多样化的产业发展。例如,一些地区的农民可能开

始涉足果树种植、茶叶产业以及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使得他们

的收入来源更加丰富和稳定。 

1.2乡村基础设施改善 

新农村建设注重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水利、电

力和通信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农村

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为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修

建和改善农村公路网络,有效缩短了农民到市场和交通枢纽的

距离,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成本,加快了农产品的流通速度,极大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1]。同时,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电力和通信设施的普及也

极大方便了农村的生产经营,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得农

村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发展。 

1.3农业现代化推进 

新农村建设着重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推广现代农

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政府鼓励农民

学习和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如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和农机具的使

用等,以此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农民

的收益。同时,新农村建设强调绿色农业和生态保护,促进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农民采用环保的种植和养殖方式,减少化肥

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在现代

农业技术的推动下,农村经济正逐渐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型,迈向更高效、环保、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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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村金融服务拓展 

新农村建设提倡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以满足农民在经济发

展中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政府鼓励设立更多农村金融机构,如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以覆盖更广泛的农村地区。这些金

融机构为农民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贷款、储蓄、保险

等,有效解决了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同时,新农村建设

鼓励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推动农村电商、移动支付等新型金

融服务模式,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这些措施为农民提

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产业和乡村经济

的发展。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策略 

2.1优化农业经济结构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是实现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为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

产业发展规划,以引导农民朝着更加高效、多样、有竞争力的方

向转型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主导

产业和重点发展方向。通过科学研究和市场调查,确定适宜本地

区气候、土地等条件的主导产业,并明确其他潜力产业的发展方

向。这将有助于避免资源浪费和盲目跟风,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结

构的效率和稳定性。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和指导,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开展培训班、示范

田、科技推广等方式,帮助农民了解 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2]。这将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

产量和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向高效、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另外,政府还应该扶持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农

村特色产业通常是指基于本地区资源和文化特点的产业,具有

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和金融支

持,帮助农民发展特色农产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将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

推动农业经济由传统的单一生产向多元化、特色化方向转型,

增强农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2.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此,

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金

融服务的全面提升。 

一方面,政府应设立更多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等。通过增加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覆盖范围,将金融服

务带入更多偏远地区,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这些金融机构可以

为农民提供贷款、储蓄、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解决农民在生

产经营中面临的融资难题,推动农业产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另

一方面,政府应鼓励金融科技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

农村电商、移动支付等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发展,可以极大提高

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农民可

以更方便地进行金融交易和查询,享受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

服务体验。这将有助于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让农民享

受到更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另外,通过开展农村金融知识普

及活动,提高农民对金融服务的认知和接受度。许多农民对金融

知识了解较少,不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方法,导致他们对

金融服务存在疑虑和担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让农

民了解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和好处,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金融工

具来支持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 

2.3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旨

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法律的

明确和政策的规范,为土地流转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

南,为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建立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打破土地承包制度的束缚,让农民可以

通过流转将土地出租或交换,使得土地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利

用。明确土地流转的流程和条件,确保农民在流转中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决策权。同时,加强土地流转的监管,防止土地流转过

程中出现问题,如非法流转、强迫流转等,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确保土地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在土地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土地的生态功

能和农村经济发展需求,合理划定农业生产用地、生态保护用

地、农村建设用地等不同用途的分区,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开

发和保护。 

2.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举措,对

于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将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置于优先位置。通过增加投入,可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状

况,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同时,政府还应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确保资金合理分配,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充分

保障。加强农村交通建设。这包括加强农村公路的建设和维护,

推动农村交通网络的完善。畅通的交通网络可以方便农产品的

运输和流通,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拓展。同时,便捷的交通

条件也有利于农民的出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入度。

此外,要完善农村水利设施,提高农田灌溉和排水条件,对于农

业生产的稳定和提升至关重要[3]。充足的灌溉水源可以增加农

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提高农民的收益。同时,加强农村水利建设

还可以增强抗旱和防洪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2.5加强农村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持 

加强农村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持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

措,旨在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推动农业生产向现代

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建立农村人才培养体系、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加强农业科研

支持,来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 

首先,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培养体系,开展

农村技术培训和人才选拔。通过开展培训和培育计划,帮助农民

了解 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

政府还可以通过选拔优秀的农村人才,引导他们在农村产业合

作社、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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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次,政府鼓励农村技术推广站和农业企业开展现代农业技

术的示范和推广。通过组织技术培训和示范田,帮助农民了解和

应用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新品种种植、精准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这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农民的

收益,推动农业生产向高效、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另外,政府应

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支持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研究。通过加强科研支持,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效率,

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政府还可以鼓励农业科研机构与

农民合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

发展。 

2.6加强农村产业合作与农民合作社建设 

加强农村产业合作与农民合作社建设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举措,旨在促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政府应采取一系列

措施,包括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发展和加强合作社

管理,来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比如,政府应鼓励农民成立合作社,推动农业生产的社会化

和规模化经营。合作社可以将多个小农户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整

合,形成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政府可以提

供政策支持,如减税减费、土地流转优惠等,为农民合作社的成

立和发展提供便利。同时,政府还可以开展培训和指导,帮助农

民了解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提高他们组建合作社的

积极性。再如,为农民合作社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帮助其

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合作社通常面临

着资金短缺和技术水平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

金、提供贷款支持等方式,为合作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

政府还可以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帮助其合理规

划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拓展市场销售渠道[4]。此外,合作社作为

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其管理和运作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

益。政府可以建立健全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和内部监督机制,加

强对合作社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组织和管理水平。同时,政

府还可以加强对合作社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并加以解决,确保合作社发挥作用,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 

3 结语 

总之,新农村建设对农业经济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促

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农民从传统的单一农业向多元

产业的综合发展转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尽管面临一些挑

战,但通过政府、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有信心实现

新农村建设目标,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幸福美

好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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