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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剖析了新质生产力驱动现代农业与乡村经济发展的策略。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管理创新为核心,于现代农业,能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在乡村经济多元化上,促进产业

融合,培育新型主体,注入活力。但当前其发展受技术、资金、人才、制度等因素制约。为此,需要采取

强化技术创新、拓融资渠道、育专业人才、健全制度体系等举措,破除瓶颈,推动现代农业与乡村经济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农业管理；现代农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Exploring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Model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Yunxing Liu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ctivating new vital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By elaborating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achiev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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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

任务,农业发展是其关键。然而,传统农业模式已难以适应现

代社会的需求,亟需引入新理念和技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效

益,推动农业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兴概念,通过科

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管理创新,推动农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经济繁

荣、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民素质,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最

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

化进程。 

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1.1新质生产力定义的阐释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得到了进

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生产力被阐释为人类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它作为驱动

社会进步最为活跃且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的一个根本标尺。然而,这种能力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持续

演进的状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那样,“劳动生产力是随

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的”。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浪潮中,新质生产力将科

技创新视为其核心驱动力。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

以及绿色化。 

显然,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这三个

关键方面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这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5]。 

1.2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比较 

在当今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诸多层面展

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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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力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这

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空间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新质

生产力则更加注重知识、信息、数据等无形生产要素的作用。知

识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应用,使得新质生产力能够突破时空限

制,实现更广泛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 

传统生产力的生产方式较为粗放,主要依靠大规模的生产

和标准化的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这种生产方式往往导致资源

浪费和产品同质化竞争。新质生产力则倡导精细化、智能化、个

性化的生产方式。通过先进的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实现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柔性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

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2 新质生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策略 

2.1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2.1.1智能化农业技术的应用 

相较于传统的农业技术,智慧农业科技把数据和知识作为

核心要素,融合了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与智能化农机装

备,从而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使得农业生产在质量、效率、效

能以及人性化方面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利用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及气象状况,系统能自动调节灌

溉水量和灌溉时长,以实现精准灌溉,进而有效节约水资源,并

大幅度提高灌溉效率。 

2.1.2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作物育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基因工程

技术,科学家们能够将有益的基因导入作物中,培育出具有抗病

虫害、耐旱、耐盐碱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例如,转基因作物的

研发使得农作物在面对各种环境压力和病虫害时具有更强的抵

抗力,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2.2绿色生产理念引领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重要模式,正积极引领相

关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坚守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依托科学

合理的规划布局和生态循环机制,致力于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协同进步。 

发展循环农业也是资源节约型农业的重要举措。通过废弃

物的资源化利用,如将农作物秸秆用于饲料、燃料或还田,实现

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3 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策略 

3.1产业融合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 

3.1.1农村电商的发展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海南芒果、浙江安吉白茶、湖北

秭归春橙、山东蓬莱樱桃、甘肃民勤蜜瓜、四川攀枝花芒果等

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跨越山水,被广大消费者看见

和认可,走上更多百姓的餐桌。 

借助电商平台,农民可以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省去了中间

环节,进而提升了农产品的销售利润。与此同时,农村电商的迅速

扩张带动了农村物流、包装以及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崛起,为

农村地区开辟了更多的就业渠道,切实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图1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3.1.2乡村旅游的兴起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智慧旅游服务的发展,通过智能化服务

平台,统筹整体游览路线,弥补乡村旅游过程中基础设施不足的

问题,改变过去“游住一体”的旅行模式,达到游住体验的最大

公约数,助力游客在城乡之间享受到无缝衔接的旅游体验,实现

“一站式”旅游。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不仅带动了餐饮、

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业的繁荣。 

 

图2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助推乡村振兴 

3.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及集约化发展。它们

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

品质量。在政策层面,应当构建和完善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法律与法规框架体系。这包括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保障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

置。在资金支持方面,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

构开发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的金融产品,如订单农业融

资、农业保险等,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建立与农户之间牢固的利益联结关

系,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它们促进

了农村土地流转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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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困境及

举措 

4.1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作为推

动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在助力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进程中,仍

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境。 

从农业生产技术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对先进技术的依赖程

度极高。但现阶段,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完善。一些先

进的农业技术,如智能农业中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决策系统

等,在乡村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不健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大量科研成果难以迅速落地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缓慢,无法充分满足乡村

振兴对农业现代化的需求。 

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瓶颈,对于新

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应用而言更是如此。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产业升级以及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都需要大量资金支

持。但由于农业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较大,金融机构对农业项

目的贷款审批较为严格,社会资本也往往对乡村农业项目持谨

慎态度。这使得农业企业和农户在采用新质生产力技术时面临

资金不足的困境,难以大规模开展创新实践。 

人才匮乏严重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发展。一方面,

乡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相对有限,难以吸引到高素质

的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许多年轻的专业人才更倾向于选

择在城市发展,导致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缺乏新鲜血液。另一方

面,现有的农业从业人员大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对新的

生产技术和理念接受能力有限,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影响了新质生产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和应用。 

4.2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举措 

推动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经济与农业发展,需采取有力举

措。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将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同时,拓

宽乡村融资渠道,通过设立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发展农村普惠金

融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中的应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一方面,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

能培训,提高现有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

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科技人才等投身乡村建设,为

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5 结束语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和路径。它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更新,更是社会、经济和文

化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将成

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农村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合理利用。然而,面

对技术转化、资金支持和人才培养等实际难题,我们必须在政策

层面加大支持力度,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只有通过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

推动乡村振兴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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