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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解决了全民的温
饱问题，目前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然而，我国农业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经营较为分散、
产业组织化水平低、农业科技水平不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深加工程度不高。加快农业经济发展，需要从政府政
策支持、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副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创造条件、为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
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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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asica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for the whole people, and is now 
moving towards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low lev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low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ow added value and deep processing of product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we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developing rural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rural sidelin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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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们的衣食之源、生

存之本，也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

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人口中农民人口所占

比重在半数以上，因此，农业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用有限的

耕地养活了 13 亿以上的人口，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稳

步推进。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

存在着诸多问题，实现农业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的发展需要转变思路。 

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偏低 

党的“十七大”会议提出农业经济要实现高度的

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在专业化和相互协作的

基础上，通过签订合同、入股分红、建立合作社等方

式，实现农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上的有机整

合，从而实现商业化、社会化、规模化，形成相对完

整的产业链。我国农村地区产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

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分散经营为主体，没能发挥规模

经济的优势，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差，遇到自然灾害，

损失较大。“经营模式小型，生产品种单一，手段传

统、落后，简单粗放，导致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

通的产业链短，大部分是附加值不高的初级产品，产

品研发能力低，新开发产品少，农产品科技含量低。”

① 

(二)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应用范围不广 

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很多地区农作物的收

成是靠天气，遇到旱灾或洪灾，则损失很大，农业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引水、蓄水措施严重滞后，

有的地区在播种时节，甚至发生农户之间为争抢水源

而发生矛盾的情况。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田块分散，

规模不大，基于这个特点，大部分家庭靠人工进行播

种和收割。在山区或丘陵地区，土地不够平坦，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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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在庄

稼的病虫害防治、新作物的引进方面，以及化肥的选

择、农药的种类、用量、使用周期方面，由于农民文

化素质不高，大多依靠传统经验，学科学、用科学的

意识淡薄，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偏低，先进的科学技

术在落后地区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情况下，在进

行农产品出口贸易时，有时满足不了国际标准，产品

被退回，我国居民自身的饮食安全也受到影响。 

(三)农业用地被占用的现象较多，农村劳动力流

失严重 

我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城市郊区以及城乡结合

部的农业用地被占用的现象较为普遍，被用来建设商

品房或作为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许多城市不

断向周边拓展，农用土地不断被侵占，被改为商业用

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2015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依据全国土地利用

数据预报结果，截至 2015 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 20.25

亿亩，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

调整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 450 万亩，通过土地整治、

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 351 万亩，年内净减少

耕地面积 99 万亩。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5.78 亿亩，

新增建设用地 760 万亩。国土资源部门已采取措施严

守耕地保护红线，并在 100 多个重点城市周边开展了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

节性，农忙时节全年只集中在三四个月内，农闲时间

比较长，并且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价格低廉，

来自农田的收入非常有限。因此，农村青壮年大多选

择进城务工，两三个月的收入基本能与在农村全年的

收入相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我国全国农民工总量 27747 万

人，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84 万人，

增长 0.4%。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一方面促进

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受重视程度

不够，农业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一部分青年农民由

于长年外出务工，已不知道农作物的种植方法。留守

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小孩，农村土地抛荒闲

置的现象大量存在，造成了国家土地资源的浪费，土

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影响国家财

富的积累。 

二、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 
加快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面貌改

善，具有重大意义。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为其他产业

的发展提供基础，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主

义本质。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能够使土地利用更加

集约化、规模化，最终实现机械化大生产。大量农村

青年从农业领域转向工业领域，从农村走向城市，能

够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率。在加快城

市化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巨大的住房、基础设施、医

疗教育文化需求，释放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繁荣。 

三、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政策建议 
实现农业产业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农户、社会

服务机构发挥合力。 

(一)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和扶持作用 

1.扩大支农资金投入，资金须用在刀刃上。支农

资金应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领域，用于

购买农业机械、农田水利、新作物的研发、农民职业

技能培训、农业防灾减灾等。把支农资金用在刀刃上，

能起到乘数效应。2.以土地确权和农村承包土地的经

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为抓手，推动农村改

革发展。2013 年以来，我国陆续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和农民抵押贷款政策改革。这些政策的实

施，将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农民可

以通过住房抵押取得贷款，用于投资其他产业，也将

为打破不同农户之间的农田界限，实现农业机械化大

生产提供可能性。“集约化土地流转是指坚持依法自

愿有偿原则，引导和鼓励农民把土地小块合并大块形

成一定规模，再通过运用现代管理与技术的企业化运

作，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

合理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①

3.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科技人才和大学生返乡创

业。农业科学技术是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我国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需进一步加强，鼓励农民运

用先进的耕作机械、培育优质、高产的农作物，提高

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此外，还需要进行农业

科学知识的普及，比如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书籍

等媒介向农民普及播种、杀虫、灌溉、除草、收割知

识，还可以安排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举办农业知识

讲座。我国高学历人才大多集中在城市，真正在农村

从事农业工作的科技人才和大学生并不多。国家应在

政策层面扶持农业，通过在税收政策、补贴、任职、

个人发展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才

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在农村地区建功立业。4.发展乡

镇企业，就近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

增收问题，政府应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乡镇企业离农户地理位置较近，农村青年可以一方面

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在乡镇企业工作，做到两不误。

相比农民工远离家乡跨省务工，乡镇企业则可以就近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户收入的增

加。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季节性较强，农忙时节比较

集中，农闲时存在着大量劳动力剩余，与之相反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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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我国江浙一带工业发达的地区，近几年时常出

现“用工荒”，劳动力缺乏。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应

尽量打破户籍限制，引导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离农户最近，与农民

接触的也最多，应多搜集用工信息，为农村劳动力就

业和进城务工提供信息服务，同时扩大农村地区招商

引资规模，从而有助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户自身应转变思路和观念 

1.广开源路，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注重发展农

村副业。我国各地区的地形条件、土壤条件、降水条

件存在差异性。山地适宜发展林业、草原适宜发展牧

业、平原地区适宜发展种植业、河网密布的地区适宜

发展渔业。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独特优势，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产业化。林业、牧业、渔业都是农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应局限于种植业。农村地区可以

通过养猪、养鸡、承包鱼塘等方式实现增收，具备条

件的，可以进行规模化经营，让农村副业形成产业，

形成本地区特色，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开办农

家乐餐厅、垂钓园、采摘园、无公害蔬菜种植园、建

休闲度假村都是发展农村产业经济的重要手段，应从

这些方面挖掘潜力。2.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工

具，为农产品提供销售路径。与工业企业相结合，大

力推进农产品的深加工。互联网营销是一种先进便捷

的营销方式，能够迅速扩大农产品的知名度，并且受

众广泛，能够面向全球销售。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的

普及程度并不高，运用互联网为农产品做广告的意识

还不强，大部分农民销售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等

农产品是采用拉着车到集市去卖的方式或者直接卖给

国家粮食采购部门。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充

分发挥互联网营销作用，为农产品销售打开更广阔的

市场。农产品加工程度不高也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

发展。水果加工成罐头，葡萄加工成葡萄干，则后者

的价格通常会比前者贵很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农产品的深加工是农民增收的一

个途径。我国应鼓励农村地区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开

展农产品的深加工，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

是乡镇企业，靠近原材料产地，各种农产品的供应比

较方便，非常适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3.摆正心态，

克服“等、靠、要”的心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

力更生。农业经济的发展归结到底要靠农民自身的努

力。国家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植、提供补贴起到的是

引导和鼓励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发展农业产业化，

实现农村面貌的改善需要靠农民自身努力，一是学习

先进的农业机械操作技能;二是学习先进的种植、养殖

技术;三是在思想观念上创新，树立先进经营管理理念

和营销理念，将农产品的销路不要局限于一城一市，

而要敢于跨省甚至发展出口贸易到国际市场上销售。 

(三)发挥金融机构的融资、保险支持作用 

长期以来，农民在我国属于弱势群体，受教育程

度低、收入低、缺乏抵押担保物品，农民贷款难。然

而，购买农业机械、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或身体出现重

大疾病都需要大额资金，否则难以实现农村生活面貌

的改善，更难以实现农业产业化。在开展土地确权和

进行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贷款改

革试点的背景下，我国应顺势而为，充分发挥金融机

构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一方面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商

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户提

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针对农业较为脆弱的特点，

金融机构应开发保险产品，专门针对我国农业产业和

农村地区，让农户能够针对承包林地、鱼塘以及畜牧

业养殖进行投保，以免遭遇大额亏损。发挥农业保险

的托底作用，农村产业化的实现才更具备可行性。从

长远来看，要解决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需要鼓励更

多的农业企业不断提升实力，不仅要到货币市场而且

要到资本证券市场上融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需要

构建“六大体系”，即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农业投融资担保

体系、开放包容的招商引资体系、市场信息流通体系、

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体系。我国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目

前还很脆弱，农村作为最广袤的地区依然存在着诸多

落后现象，农民作为社会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尚不

够富裕。“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靠农业经济的快速

发展，需要靠政府、农户、社会各阶层的携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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