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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全方面飞速发展的快节奏,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农业发展也有质的飞跃。而后进入平缓发展

的时代。如今,随着新时代下的飞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产业发展

势头和方向已经平稳进入到新常态时期。农业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和国民保障产业,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困难。

对我国而言,农业承担着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责,在新常态下农业发展,产业收入得到显著的提升,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本文从我国

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入手,针对新常态的发展背景,对其农业发展进入了深层次的剖析。对新常态下农业经济的固有属性和特征

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让农业发展在

新常态的背景下能平稳适应,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让农业经济并轨,更好的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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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其中在对内改革方面,正

是率先从农村农业方面展开,随着改革开放在安徽凤阳小岗

村一声炮响,中国正式拉开改革的大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改革改革开放稳步推行,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在过去的几十

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

物质条件也显著提高。但是,在破坏式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与

土地、人与自然、人与能源的矛盾在逐步激化,平衡发展与

和谐、人与生态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国际社会风云变幻,

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暗流涌动。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缓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而作为国家根

基和重要支柱产业的农业,它的变化影响着我国广大农村的

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经济体量和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撼动的重

要地位。然而,在新常态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农业

发展受到不利因素的阻碍。因此,回顾农业发展的历程,把握

经济发展的命脉,着眼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走对发展的方

向。所以,针对新常态下农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是十

分必要且有意义的。 

1 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固有性质 

1.1分工细化 

随着国民经济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生物水平

的要求有所提高,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食”这一点从能吃

饱就行的“不讲究”时代进入了追求生活品质的“不将就”

时代。需求推动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农产品从单一固化的小

麦、玉米、水稻种植发展为多种食用农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

的全面种植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1.2供求关系和经营方式 

从人力畜力运输到机械自动化运输,从泥泞土路到四通

八达的硬化路,我国农村的交通工具和交通条件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不仅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

率,同时将农产品原产地和农业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

农产品便于输出,因此供求关系从买房市场成为了卖方市场 

 

2014年10月,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减少幅度,约平均值120百

万美元。同时,对于双差分法分析两出口国家,发现对哈萨克

斯坦出口差(-120百万美元)减少的幅度低于日本(-793百万

美元)。因此,由此计量模型得知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在政

策面因素的表现上比日本要好上很多,说明“一带一路”倡

议政策是有实质效果的。 

在进口方面,Perron(1989)结构分断点回归模型分析

得出其分断点时间在2014年2月,我们很轻易地发现进口走

势中2014年第一季度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口量发生了骤减。

利用双差分法所得的结果是反向的,亦即进口哈萨克斯坦

的商品平均金额仍远低于日本商品,然而对哈萨克斯坦的

贸易在这分断时间点(2014年2月)之后确实平均进口金额

仍高于分断点之前的贸易量,这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影

响进口贸易。 

哈萨克斯坦横跨亚欧两洲,主要位于中亚北部,一小部

分领土位于欧洲。因此中欧商品物流经过哈萨克斯坦,过境

运输为哈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机遇,促进哈萨克斯坦与欧

盟、东南亚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两国落实对接合作规划将提

高双边贸易水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对两

国影响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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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国农产品的品种研发以及产量提高是极为有利的。除

此之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又经历多个阶

段。在不断的发展中,其经营的体制也在不断摸索中完善。

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状况下,其经营方式也由过去的

单一形式变化成了多样化并存的态势。 

2 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研究 

2.1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上述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中存在的固有性质,所

以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分析

加以应对。众所周知,在传统观念里,农民只能是依靠土地

来维持生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初期,农

民进城务工成为了一种趋势,如今的农民,身有长技,主要

经济收入已不再是土地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缺乏成

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受国际国家间

的较量,比如如今由美国无义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都会影

响农作物的价格,导致种植农作物的风险提高,这就极大抑

制了农业的发展。 

2.2应对策略 

对于国家而言,要切实做好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划,

制定并能有力执行既定计划。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扶持,做好

农业经济利好政策的倾斜作用。于此同时要利用好市场这一

剂良药,让市场去调节农业经济发展,但是要在可控的范围

内。用良性的经济利益发展去驱动农业经济发展。对于大型

农场公司,要提高农业种植的科技含量,逐渐抛弃原始劳动

力,同时要提高农作物种子、种植方式、深加工的科技含量,

提高单位土地的利用率与产能。对于职业农民而言,要努力

学习文化知识,不能只是以简单劳动换取经济利益。要积极

参加相关培训,提高自身的价值,学习相关种植、农业机械使

用、农场管理等知识,做到新常态下高知识水平的“农民”。 

此外,应该大力投入农业科技的研发,应知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之路必须结合科技力量,以

此优化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科学技术的支持,可以加速农

业经济的发展,发掘农业生产的潜力。其中,想要做到农业科

技化,国家应该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和产学研方面项目的支

持,想要加强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就要动其根本。从体制开

始,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革。从研发开始,对项目的立题和

研判、项目的管理体制和应用前景、科研人员的奖励政策等

一系列步骤进行深化改革,打造适应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科学

技术研发与管理体制。具体实施有下面几个方法策略。首先,

国家应该统一部署,统筹安排全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根据

地方农业发展特色和科研单位的优势,分配研发项目,避免

错、漏、重、假等项目的上马；然后要量化科研人员的研发、

应用奖励机制,加强科研人员工作的热情和激情。最后要沟

通科研与应用、科研单位与农业产业,做到研即能用,用即能

成的农业科技发展新势头。 

3 结束语 

由上可知,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有属于自身的固有属性,

其中有优势也有一定的缺点,要通过全面分析,把准时代的

脉搏,抓住农业经济发展的机遇,瞄准土地改革的切入点,实

现农业产业的转型。针对农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要努力

克服,认真调研、判断,寻求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全面完成

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改革和优化,从而加快农业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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