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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现阶段的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农业领域中经济管理朝着现代化、信息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转型，成为了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发展必然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

意义与现实效用。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发展已久，并长期受到传统管理理念的约束，再加上部

分地区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发展较为落后，又缺少结构合理的农业产业，相关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参差

不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新农村"乡村振兴

"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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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field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becoming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utility. However, due to the 

long-standing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coupled with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s in some regions, the lack of structurally reasonabl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uneven 

professional literacy of relevant management personnel,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been restricted to some ext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countryside, 

and proposes seve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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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

都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

战。我国农业领域几年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与发展，但是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状况下，传统的农

业经济管理模式与管理体制已经无法再有效满足现代化农业

经济发展需求
[1]
。对此，科学建设与不断完善农业经济管理体

制已经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

这样才能够 大限度上提高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能新农村农

业经济管理水平及质量，为后续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和基本保障。 

1、新农村“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存在的

问题 

1.1 农村经济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 

当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与

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相比较而言，在数量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

异。并且农村地区的环境建设进程较为缓，各方面基础设备仍

然处于初步建设与待完善状态；农村地区的多数人员受教育程

度较低，因此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具备专业资质的管理人才较

为匮乏。现阶段很多具备专业资质经济管理人才对于到农村就

职的意愿并不强烈，从而导致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及成效不显著
[2]
。基于在岗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角度分析，多数农业经济管

理人员并未充分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且缺乏

学习动力，再加上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条件较差，无法为管理

人员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 终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人员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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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参差不齐。甚至部分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出

现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行为不规范等问题，给农村经济发展

带来了一定阻碍。 

1.2 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及技术水平

较为落后的现象，并且一些农村地区并未结合当前的农业经济

发展形势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

部分农村地区采用人为方式及传统管理方法开展相关工作，缺

少对于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也没有因地制宜的建

设针对性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而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使用

传统管理方法及管理制度，已经无法再满足现代化农业经济发

展需求，不仅影响农业经济发展效率，同时还会引发管理问题
[3]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将会给农村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

来一定阻碍。 

在新农村“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缺乏专

门的经济管理制度，没有依据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形成系统化的

管理体制。再加上在我国长期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管理建设

发展较为缓慢，从而导致农业经济发展中缺乏有力支撑。上述

问题较为可能引发农业资源分配问题，影响农村发展。例如某

些农村地区尚未建成农村财务管理网络，导致财务管理程序无

法实现统一；部分村干部只注重资金管理，对于农业资产、资

源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不足等。甚至部分农村干部为了一己私

利，造成集体资产的大量流失。 

1.3 现代化信息技术急需普及 

现阶段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主要以新农村“乡村振兴”为

发展背景，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已经逐步应用了现代化信息技术
[4]
。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环境，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

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充分利用好各类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

实现各项农业经济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共享，进一步提高我国农

业经济管理水平及效率。但是由于我国部分农村经济地区发展

进程中对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较少，并未结合当前农业经

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做好信息技术普及工作。一些农村地区仍然

沿用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管理效率低下，

给新农村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现带来了阻碍。例如，农民在

办理某项业务时等待时间较长，按照传统的管理方法处理各项

事务，流程较为繁琐等。 

2、新农村“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策略 
2.1 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 

在新农业“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推进

农业地区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深度开展，就必须要加强管理队伍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不仅可以有效落实

好农业经济发展目标，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农业经济管理

模式的创新发展
[5]
。在人才的助力下，便可以将先进的农业技

术引进农村地区，从而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效果，帮助

广大农民群众增产增收。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为农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助

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才能够 大限度上激发农业经

济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气与主动性，促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到农业

经济管理工作之中；其次，政府部门还应该在农业经济管理人

员建设中增加投入成本，为高素质、专业化农业经济管理人才

提供良好的人才福利待遇，并切实帮助人才解决好住房问题、

社会基本保障问题等； 后，政府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到农业经

济管理工作及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助力，不仅需

要完善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还应该扩大人才招聘渠道，

加强与专业高校的合作力度，为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注入新鲜血

液。 

2.2 创新农业经济管理制度 

现阶段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影

响，更多的将工作重点及主要工作精力放置于工业化建设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6]
。

针对这一问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应该在地区农业发展与建设

进程中牢固树立起主人翁意识，扮演好农业经济的引领者及管

理者，借助多元化的宣传推广手段，切实提高全体工作人员对

农业经济及管理工作的认识与重视度。这样便可以促使相关工

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 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与岗位职

能，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过程中，管理人员应该对影响和

阻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类因素进行合理分析，然后在此

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首先，区域农业经济

管理部门应该严格遵循好国家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结合

新的经济管理指导文件制定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管

理工作的规范性；其次，乡村振兴的具体要求也应该在农业经

济管理体制中体现出来。管理人员需要秉持着因地制宜的发展

原则，结合当地人文特点、自然环境优势等，构建具有地方特

色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以提高农业资源配置合理性及有效利

用率。 

2.3 以科技为引领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近几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支撑下，科技领

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各类现代化信息技术日趋成熟并被广泛应

用于社会各领域及人们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发展趋势

下，我国农业领域加紧了信息化建设进程。但是当前农业领域

的信息化建设重点多放置于农业种植技术及手段等方面
[7]
。对

此，农业经济管理部门也应该认识到信息化建设与现代化信息

技术应用的意义，结合农业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发展需求，以

科技助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基础农业设备的，因此相

关管理部门不仅需要注重不断研发新型的农业机械设备，同时

还应该注重提升农业基础建设的科技含量。对此，当地政府部

门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第一加强政策帮扶力度；

第二，加强建设资金投入力度。首先，针对农业帮助政策，如

果农村地区全面引进新进的农机设备，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还能够获得农业补贴，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因此，

当地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农业机械设备引进制定惠农政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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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其次，新农村“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仅依靠政府部门

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政府部门应该另辟新径吸引

社会中的闲散资金
[8]
。万事俱备之后，便可以全面推进信息化

建设，结合当地农业经济管理需求制定针对性建设方案，促进

人、机、技相融合，加速推动智慧农业创新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需要各

部门及工作人员提高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认识与重视度，只有

做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够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

展。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结合当地

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需求等，

制定完善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手段。此外，还应该加强管理队伍

建设，顺应时代发展，对农业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安排。

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推动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协同可持续

发展，为乡村振兴这一发展战略的实现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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