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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形势下，要想使得农业经济效益发展
的水平以及规模，以最大化程度得以实现，那么离不开对农业经
济管理的优化工作，这是因为此项工作直接决定了农业经济发展
的整体质量。为了能够做好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工作，并且制定
更多科学合理地策略，那么首先需要明确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工作
开展的现状情况，从现状情况入手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予以优化。

一、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现状情况探索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体制不够完善
在以往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所构建的经济管理体

制都是基于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将其应用到现代大规模作业
过程中，也就会显得极不适应，并且国内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并没
有得到完善的构建，这导致了农村诸多的劳动力外流，现存的劳
动力都是一些老人和妇女，在当前现代化生产的格局下，很难将
先进的管理技术加以应用。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农村年轻劳动
力存在外流的情况，也同样制约了农业经济机械化管理的有效开
展。这些现状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都来自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
完善。

（二）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力度不强
从目前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情况能够得知，整体上的农产品

生产效率往往较低，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的影响。虽然国内农业生产占据了较
大规模的农业科技，但是因为我国主要是农业大国，因此在基础
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给予大量资金扶持，这同样为政府
以及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因为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所以现
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力度是不好的。

（三）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素质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这

表明农业经济管理人员需要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应当具有较强的
综合素质，如此才能应对经济管理工作中的诸多问题。但是通过
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现状情况研究发现，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质水平较低，在着手展开有关工作时，很难合理地处理存在的
隐患问题，这样不利于农业经济活动的开展。除此之外，现有农
业经济管理人员，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把握不够明确，
这些方面都将会导致经济管理水平处于较低状态。

二、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健全农业经济发展机制
要想使得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更具优

化性特点，那么最为重要的策略便是健全农业经济发展的体制，
从而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确保管理工作开展的各个流程都能够
得到强化。在构建经济管理体制的时候，工作人员应当要对农业
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把握与理解，并且对实际生产流程
展开合理安排，如此才能制定出符合农业经济管理实际情况的体
制。另一方面，因为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所以在制定体制的
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问题，制定更加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注
重增强对荒废土地的利用，这样能够为大规模农业生产作业的开
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完善农业经济的发展机制，应当
是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得以开展的首要前提。

（二）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目前国内农业生产仍然应用的是传统技术，这样不利于新农

乡村振兴形势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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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所以农业经济在我国发展的水平，往往是衡量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新

农村建设时代的到来，国家更加重视农业经济的管理优化工作，因为只有确保农业基础经济效益得到实现，才能真正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要想使得

新农村建设下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优化水平较高，那么需要对此展开深层次的研究。本文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将会展开分析，首先论述当前农业经济管理的

基本现状，然后提出相应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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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环境下的经济管理工作，并且也会阻碍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所以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农业生产应当要充分地
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对传统的农业技术展开创新，将更为先进
有效地技术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汇总，从而促进农业作业的
现代化，并且推动农业机械化的扩展。另一方面，管理人员还需
要注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提供更为先
进的设备设施，这样能够为农业生产的高效发展打下基础，并且
还需要增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投入量，构建更具优势性的新型
农田，最终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三）切实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要想从根本上得

到优化，那么还需要借助高专业素质人员的帮助，因为通过管理
人员能力的提升，才能够有主力为农业生产构建出更加优秀的经
济管理团队。落实到具体实践上，在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的时
候，应当对具备农业经济管理积极性以及管理能力的人才展开甄
别，如此必定能够为经济管理注入较多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
在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环节上，还应当定时定期地展
开培训工作，使得有关人员能够真切地了解到，能力素质提升的
措施与重要性。因此，当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得到强
化，最终才能更好地满足新农村背景下经济管理工作要求。

三、结束语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是需要得到人们重

视的，并且制定出科学优化策略，来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目标。
上文从两个角度展开主题研究，首先分析了目前农业经济管理存
在的问题，其次给出了科学有效地策略。相信随着农业人员与部
门的重视与理解，最终新农村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必定
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为农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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