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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农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其基础支撑,

面临产业结构失衡、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流失及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挑战。本文以乡村振兴与农业

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系统剖析当前农业经济在产业升级、技术转化、人力资本及硬件保障

等维度的结构性矛盾,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赋能、引育专业人才、完善基础设施等系统性对策。

研究表明,通过构建“产业提质—创新驱动—人才振兴—设施支撑”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能够有效破解

传统农业低效化困境,推动农业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耦合,为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

理论与实践参考,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可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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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cor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As its basic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faces realistic challenge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abor loss and weak 

infrastructure. Tak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human capital and hardware 

guarantee, and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building a four-part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ial quality improvement - 

innovation-driven - talent revitalization - facility support", it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efficiency, promote the deep coupling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rural industry prosperity and farmers' life prosperity, and 

inject sustainable momentum in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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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承

载着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农业经济

作为乡村发展的根基,其转型升级既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

抓手,也是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核心支撑[1]。近年来,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

释放,我国农业经济在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上取得显著进展,但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

现：产业结构低端化制约增值空间,科技创新滞后削弱竞争能力,

劳动力空心化加剧发展断层,基础设施薄弱限制效能释放。这些

矛盾不仅掣肘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形成现实张力。本文立足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践逻辑,聚焦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梗阻与突破路径,

通过解构产业、技术、人力与设施的多维失衡,探索系统性治理

方案,旨在为重塑农业经济韧性、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提供理

论与实践参照,助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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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1.1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目标[2]。这五大目标相互关联、

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第一,产业兴旺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附加值,推动农

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第二,生态宜居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农村生

态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广绿色农业、

发展循环经济等措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

调统一。第三,乡风文明注重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

升农民文化素质。通过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提升农村社会

的文明程度。第四,治理有效要求完善农村治理体系,提升农村

治理能力。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

进法治乡村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第五,生

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

活条件。通过发展产业、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1.2农业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农业经济是乡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乡村振

兴的成效。农业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农业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大多数农村地区,

农业仍然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直接提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第二,农业现代化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通过农业

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现代化

进程。农业现代化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农村经济结构；第三,农业

经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农产品加工、

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

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3]。 

1.3乡村振兴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生产效率。乡村振兴要求通

过科技创新和机械化生产,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推广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4]。第二,优化产业结构。乡村振兴要求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推动农业多元化发展。通过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农产品、有机农业等高附加值农业,提

升农业经济效益。第三,促进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强调绿色发

展,要求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推广绿色农

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依然突出[5]。首先,传统农业占比过高,高附加值农业如特色

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发展不足,导致农业经济效益低下。

其次,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发展滞

后,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限制了农业的增值空间。此外,区域

间农业产业结构趋同,缺乏特色和差异化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

市场饱和。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活力。 

2.2农业科技创新不足 

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农业科技创新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农业科研投入

不足,导致技术研发和推广能力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

需求。其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许多科研成果未能有效应

用于实际生产,造成了资源浪费。此外,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接

受度较低,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导致先进技术难以普及。农业

科技创新的不足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制约了农

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6]。 

2.3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成

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现象突

出。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加剧了农村的空心

化问题。此外,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难以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农村劳动力

流失严重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农村社会

的稳定和繁荣带来了挑战[7]。 

2.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农田水利设施老

化,灌溉效率低,抗灾能力弱,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其次,

农村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农产品的流通

和农业信息的传播。此外,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许多地区仍以传

统手工劳动为主,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基础设施的薄弱不仅限制

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

先,应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如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

业等,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其次,延长农业产业链,加强农产品

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建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农业

的增值空间。此外,推动区域间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避

免同质化竞争,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农业品牌。通

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还能增强

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8]。 

3.2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首先,应加大农业

科研投入,支持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其次,

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研成果与实际生产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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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率。此外,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

设,通过培训、示范等方式提高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能

力。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

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3.3吸引和培养农业人才   

为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和培

养农业人才。首先,应改善农村生活和工作条件,提高农村的吸

引力,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其次,加强农业职业教育,

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此外,鼓

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农村合作,推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通过吸引和培养农业人才,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流失问

题,还能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9]。 

3.4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应加大

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灌溉条件,提高抗灾能力,保障农

业生产的稳定性。其次,完善农村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

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传播,提升农业的市场化水平。

此外,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还能为农

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4 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破解“三

农”问题的关键突破点,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本文通过解构乡村振兴与农业经济的内在关联,揭示当前农业

经济存在的产业结构低端锁定、技术转化链条断裂、人力资本

空心化及基础设施滞后等深层矛盾,针对性提出以产业优化重

塑经济活力、以科技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人才引育强化发展

韧性、以设施完善夯实物质基础的治理方案。研究强调,农业经

济转型需跳出单一经济维度,构建“经济—生态—社会”协同发

展的复合型框架,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与社会参与的多元共

治,实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生态改善的有

机统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数字技术赋能、利益联结机制

创新等前沿领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提供更具前瞻性

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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