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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现代化发展期间，需要尽快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的问题，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经济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直接影响到我国民生，为此需要遵循国家对农业经济发展

给予的帮扶政策，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需要在发展农业经济期间，引入现代技术，改变以往粗放型、小

规模的作业模式，农业生产机械化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在机械化作业模式下，可以在提升农作物产量

同时，减轻农村地区压力，这也是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适应时展需要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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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as soon as possible, vigorously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As a national pillar industry,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f our 

country. Therefore, we need to follow the national policy of assistance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introduce modern techn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change the previous extensive and small-scale operation mod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jor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mechanized operation mode, It can reduce the pressure 

on rural areas while increasing crop yield, which is also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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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作为我国支柱型产业，直接影响到我国

整体经济发展，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该按照

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制定的相关政策，领会会议精神，

并需要根据我国现代化发展需要整合资源，改变农业

生产模式，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作业的便捷性、有效

性，确保农业经济可以在科技支撑下，持续、可靠的

发展。另外，考虑到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经济发展起

到的作用，指出新农村建设期间，农业经济发展存在

的问题，并从农业经济管理层面分析农业管理，并给

出提升农业管理水平的建议。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概述 

农业经济管理包含农业生产程序中的生产、分配、

交换以及经济性活动协调、组织、控制以及计划等工

作，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协调各工序作业，管控作业进

度，激发参与农业生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农业

生产活动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能达到预期工作要

求。目前，开展农业经济管理需要明确农业生产工作

内容，同时要掌握经济运行规律以及自然变化规律，

并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明确管理内容，并以激活农

业生产力为工作切入点，合理匹配地方自然资源，优

化财力、物力、人力资源配置。会议明确提出未来发

展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并且资

金分布差异大，导致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不同。

与此同时，国家总体经济与农村经济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均是当前阶段需要攻克的难题，在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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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建设期间，需要高度关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

农业经济管理是完成新农村建设发展任务、提升地方

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的有力抓手。为了消除国家总体经

济与农村经济间的差距，必须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发

现其在农村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并需要根据农村产业

类型，结合地方持有的资源，合理制定新农村建设目

标，设计经济发展方案，快速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提

升农业管理整体水平。在新农村发展背景下，需要持

有正确的发展观念，农业生产管理工作需要随着时代

的发展，创新作业模式，改变以往发展观念。不仅如

此，农业生产作业模式也需要进行修整，如果仍采用

家庭式小规模作业模式，无疑会放慢地区发展速度，

虽然家庭式小规模作业模式可以满足农民自身生活所

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无法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无疑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

需要根据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结合地方持有的资

源，进行动态管理工作。目前，政府高度关注农村经

济发展工作，并制定一系列帮扶政策，减免农民赋税，

并给予农村一定的发展资金支持，农村群体发展产业，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农民需要改变以往

家庭式小规模生产模式，以小麦、玉米为例，通过现

代耕作方式，可以提升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另

外，农业从业人员还应该考虑新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

同步更新管理内容，结合新农村建设环境发展需要，

完善管理方式，丰富管理内容，推动农业经济高速发

展，改变农村落后的社会面貌，并在农业经济管理作

用下，提升农村大众的生活质量，完成共同富裕的时

代任务。 

二、新农村建设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的问题和不足 

（一）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从十八大及会

议中不难发现，国家在当前非常关注农业经济发展，

农业经济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

发展情况。为此，国家制定众多帮扶政策，推动农业

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在以往工作

中并没有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出健全合理的发展机制，

与此同时大部分农业活动无法得到相关政策的保障，

从而难以在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整合资源发挥农

业经济发展优势，考虑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需要及时

建立符合生产作业的制度，保障农业经济持续发展。 

（二）经济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低在科技高速发

展的过程中，我国各行各业均引用现代技术，推动各

项工作运行、提升工作效率，但是从事农业的工作人

员大部分为农民，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自身

教育水平不足，无法在时展的过程中，掌握现展理念，

明确国家发展规划趋向，并根据国家发展需求，调整

生产模式，从而因为现代技术应用不佳、管理意识不

足，从而难以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利用现代技术

提升农业生产产量，致使农村整体经济发展迟缓。 

（三）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较为落后目前，大部分

农业行业仍然采用传统作业模式，由于农业经济管理

模式无法适应当前时展，导致经济管理可执行度较低，

无法满足从业人员的需要，顺利推进各项生产作业。

不仅如此，大部分管理人员仍然使用传统作业模式，

无法适应现代管理方式，由于管理思维滞后，导致各

项工作发展迟缓，难以按照国家规划的路径，完成农

业行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下的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 

（一）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的管理制度在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确保

各项管理工作顺利执行，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取得良好

表现的前提。我国相关部门需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发

展要求，结合我国整体经济环境，明确农业经济发展

现状，并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利用帮扶政

策，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与此同时，还应该根据地方

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家制定的要求，合理制定管控方

案、健全管理体系，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优化资源

配置，完成农产品生产、消费、加工以及分配等工作，

并根据发展要求，结合行业工作特征，完善生产运行

流程，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要求，规范管理内容，并

且要求管理方案具有可实践性。在健全的管理制度下，

让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明确自身权责，并按照规定

要求完成各项工作。除此之外，各部门需要加强信息

交流程度，通过信息分享，及时掌握工作进行情况。

另一方面，管理人员需要根据工作目标，结合工作进

展情况，制定考评机制，采用奖惩方式，激发工作人

员工作激情，通过绩效考核的方式，改变以往职能作

业人员消极怠工、不认真工作的状况，在奖惩制度下，

可以在极大程度上规范工作人员行为，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 

（二）建设团队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在新农村建

设背景下，需要了解团队建设对经济管理起到的作用，

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在健全的管理制度下，由专业素养

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执行，并按照各项管理要求推

进工作，保证各项管理任务可以落实到工作中，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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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构建高素质的现代化复合

型人才团队。管理部门一方面需要调整人才选聘条件，

扩大人才选聘范围，选择具有农业知识以及掌握现代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职能部门还应该关注

现有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需要通过日常技能培训，

让职能工作人员掌握现代技术应用方式，还需要不断

宣传农业领域新出现的知识，扩大职能人员专业知识

存储量，提升企业综合能力，这样便于工作人员按照

管理考评要求，推进各项管理工作。不仅如此，管理

工作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员工各项工作信息，

并进行功能定位，根据员工表现，分析企业具备的优

势，并按照其自身优势，合理搭配岗位，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通过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各级部门领导还需要整合内部资源，根据

人才培养需要，定期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知识讲

座，通过讲座的形式，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不仅

如此，职能部门领导还可以与其他地方管理部门，组

织工作分享活动，通过活动使管理人员通过经验分享，

掌握开展农业管理工作开展方式，利用优势互补提升

工作人员工作水平，在大数据作用下，还可以发现管

理工作要点，结合当地资源顺利推进管理工作，提升

农业管理水平。 

（三）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在信息化时

代下，开展农业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将日常工作与现

代技术有机结合，这是新农村建设需要完成的任务。

针对以往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无法根据工作需要交流

信息的情况，可以引进网络信息系统，搭建网络平台，

通过互联网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共享工作数据，使各

部门人员可以掌握农业经济管理情况。除此之外，应

用信息化管理模式，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可以为部门

人员顺利开展工作提供良好的网上作业环境，在网络

信息平台以及信息化管理系统引入职能部门后，还需

要完成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转变的工作，通过计算机

处理工作数据，提升管理工作的精准性以及工作效率。

农业管理过程中，工作数据会呈现井喷式增长的状态，

所以需要在信息化系统引入职能部门后，借助大数据

技术，进行数据挖掘、收集、整合、分析等工作，建

立大数据库，进行工作数据动态追踪，及时完成工作

信息记录、存档等工作，方便工作人员在后期，利用

计算机查询工作数据。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共享数据，

让工作人员在平台中进行信息交流，提升各项工作运

行效率。相关部门还应该在信息化管理系统引入职能

部门后，完成工作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采用杀毒软件

以及防火墙等方式，提升内部网络空间的安全程度，

并利用加密技术，确保工作信息传输过程中，不会被

外部人员窃取篡改数据。另外，各级政府需要在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寻找技术人员为职能部门跟进农业经

济管理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培养工作人员形成良好

的上机操作能力，掌握现代技术应用方式，顺利开展

各项工作。 

四、结语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需要遵循国家对农业经济

发展作出的指示，结合地方资源优势，应用农业经济

管理开展各项农业活动，并在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引用现代技术，完善经济管理模式，考虑农业经济管

理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建立健全农业经

济的管理制度、建设高技能的用人团队、提升农业经

济管理信息化水平，保障新农村建设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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