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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农村经济建设起到核心作
用，为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需在农业经济发展
上提高关注度。农业经济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相关部门应加强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农民
生活、农村建设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是由指定的行政机构和相关公

共管理组织构建而成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
明文规定，实施依法治农、依法助农、依法兴农的农业建
设工作，从而维护农村建设发展并减少迫害农村经济的情
况出现。这样一来，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使农村经济
结构整体得到提升，同时稳定其在社会建设中的脚步。在
此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水平、农民法律意识及农村先进
科学技术的应用。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在我国农业建设改革执法过程中起
到关键作用，为保障我国农业综合执法的可行性、合理
性、高效性，相关执法人员增加了自身的法律意识及农
业处罚权限的认知。当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实施时，
相关执法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对农业
产品及相关农民的监督、检查、管控以及处罚工作。这样
一来，方便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的同时，更利于公安、行
政机构、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市场经济管理工作，使行政执
法体系得以创新同时健全相关农业执法部门的管理机制，
让社会、市场、农业在相关行政管理人员的整合下同步发
展，减少执法人员工作分歧及民事纠纷问题的产生，以此
提高相关执法部门的个人职能及农业经济建设的整体水
平。在此背景下，保障农民、安保人员、相关执法人员、
法人等的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推进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二、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现存问题
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国务院提高

了对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的关注度，制定了相关条例，
引导相关部门的农业法律执行工作。各部门为使农业行政
综合执法工作得到提升，通过上级文件的指示和要求，对
内部综合执法问题进行整理及划分。

（一）综合执法机制不健全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是由不同的法律执行部门组成的，

相关农业执法管理人员难以将各部门执法相关人员进行统
一管理，从而增加其行政执法工作实施的难度。法律推广
工作不完善，个人执法职能无法履行，相关执法人员工作
内容较复杂，既要对市场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又要治理
农药销售问题，还好对农村生产模式进行规划，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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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执行人员执法目标不明确的问题产生。由于综合
执法机制不健全造成相关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少数行政人
员存在腐败现象。这样一来，造成行政执法队伍内部的劣
化，对我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造成影响并阻碍农业经
济的发展道路。

（二）执法部门设立不完善
农村建设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农民人数较多导致行政

机关的设置较为混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设立，主
要是方便管理农村群众。但相关机构的设立受行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的结构影响，以农业综合执法作为核心，分支出
多个建设部门，例如畜牧业管理部门、农产品管理部门、
农业建设机械管理部门、化肥管理部门等，不同管理部门
需要设立不同的执法人员，因为管理力度不同导致执法主
体分散。这样一来，影响着执法部门的整体建设，同时由
于执法人员的执法力度不足，导致执法权力运用不当，产
生重复执法状况产生。在此条件影响下，使农民群众对执
法工作产生歧义，从而增加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工作难度。

（三）执法监督力度不足
相关执法部门没有明确自身监督任务，对于执法人员

没有制定合理的法律监督规章制度，一些地方执法人员没
有落实自身工作职责，对各部门的执法工作划分不完全，
执法工作只注重执法结果忽视了法律执行的过程，对于农
产品、农机分配、农业畜牧执法等工作不太重视，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管理解决。这样一来，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的
监督工作存在不足，相关人员个人行为不当，法律制度制
定不规范等因素导致农业整体监督力度不足。

（四）综合执法力量不集中
相关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队伍建设不完全，导致综合

执法力量较为分散并无法集中，使法律执行人员没有集体
意识。这样一来，相关组织的执法工作是按照单独事件制
定相关法律提交到有关机构进行处理，若问题解决不全面
可能会引发民事纠纷，造成执法人员推卸责任。各部门在
执法工作实施中仅做本职工作，工作人员为了逃避责任不
对同事工作提供帮助，导致执法力量不集中，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内部不团结，影响着法律执行的整体效益。

（五）执法人员综合素养不足
在实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时，所需治理农业相关

问题较多，相关部门会大量聘请执法工作者或在农村内部
进行执法人员选拔。这样一来，造成执法工作人员的程序
法律意识、专业知识、执法认知、个人能力相对较低，无
法达到执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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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必要性的发展对策建议
（一）健全综合执法机制
农业综合执法部门应加强对内部的法律推广工作，加

强内部执法人员的职能，增加执法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
通，在执法人力出现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大相关人才的聘用
工作，联合执法区域的农民群众共同开展执法工作。在农
产品质量、农药经营、畜牧业治理方面应聘用专项负责
人，减轻执法人员的工作难度并加快该工作实施效率，在
此条件影响下，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使执法目标更加明
确。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时要组织对应的监督管
理人员并规范相关管理机制，避免由于执法人员的认知偏
差及个人行为问题，造成农民群众的个人财产及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同时减轻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对知法
犯法人员要严惩不贷。在此状况下，增强相关执行人员的
个人法律意识并减少其效仿执法人员的不良行为。相关领
导人员做到内部执法条例，遵从改革开放的正确思想并定
期组织内部领导开展相关法律会议，使执法工作得到统一。

遵从党的基本方针，按照依法治国的标准，增加人民
的法律意识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开展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而不是依照农业执法部门的领导人员个人意
志来开展该地区的治理工作。这样一来，可以将农业行政
法律的主体进行规范，使相关执法人员的各方面职能从农
业技术推广、农产品经营模式、农村建设监督力度中体
现。从而做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完善执法部门设置
加强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工作，使综合

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详细运用法律知识开展农业问题治
理工作。相关执法领导人员应正确规划和管理相关部门，
使其在农业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可以站稳脚步，适应当下
的环境需求、市场需求、国际需求，这样一来，可以全面
开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打压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不良
现象使执法体系得以完善，并将突发问题进行解决，避免
执法人员二次实施工作的现象产生。

根据农业经济需求建设相应的执法部门，对不同农业
发展方向设立相应的执法机构。使其可以承担农业执法工
作中的领导作用，在合理的组织、领导、协调下开展农业
综合执法工作。例如，设立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机构、农
业资源环境保护机构、农产品种植机构、农村土地承包机
构等，使其以农业综合执法作为主体开展对应的执法机
构，这样一来，各机构的领导人员可在上级部门的安排下
实施工作，避免产生执法权力运用不当的问题出现。

（三）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实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有利于加强执法部门的监督力

度，应在执法部门的工作实施前做好相关的法律条例，使
各农业机构之间的执法方向、执法力度、执法手段等得到
统一。这样一来，可以减轻相关执法人员的工作负担，同
时使整体农业执法工作得到整合。落实执法人员自身责
任，做好部门规划工作，不可忽视执法过程，加强执法过
程中对农机分配、农产品管理、畜牧业监管工作的执行，
满足人力物力财力需求的前提下，对相关执法人员监督工
作进行加强，确保执法人员的工作符合明文规定，有良好
的执法态度及正确的行政执法作风。在此条件下，将农

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以此强化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增
强法律实施力度，使执法工作更具威严性、权威性、合理
性。以此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整体质量。

（四）集中综合执法力量
为使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得到提升，应加大执法工作的

实施范围，树立农业执法部门的主体，以基础农业综合执
法机构为中心开展各层执法工作。针对农业执法过程中的
违法犯罪事件要加强集中化管理并进行打压，以此治理不
良农业问题，强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整体形象。这
样一来，农民群众经过相关部门不断地对违法犯罪情况的
治理后，会更为依赖行政部门，从而使农民个人利益得到
保障。在此背景下，增加政府、公安机关、行政机构与农
民之间的联系，加强农民对农业知识、农业法律法规、明
文条例的认知，增加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机构、监
督部门、法院等农业综合执法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并增加其
在不同程度上的配合。若相关部门的沟通不够完全，相
关执法管理部门可以安排专业机构搭建执法人员之间的桥
梁，以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工作为目的，使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得到完善，内部综合执法力量得以集中。

（五）培养执法人员综合素养
为利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需加强相关人

员的执法技能培养。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而言，需在相
关的高职院校内进行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执法人员的聘
用管控工作，提升相关人员的入职及学历要求。在相关执
法人员毕业后，由内部农业执法管理人员对其开展知识能
力考核工作，在其顺利通过考核后进行录用，以此提高相
关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法律意识。

针对在职人员定期进行思想政治培训工作，使相关农
业综合执法工作得以提升。领导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执法作
风，提升相关人员执法自觉性、法律素质、结案效率、法
律学习意识。这样一来，可以将各个部门的执法工作人员
综合执法水平进行提升并丰富其相关执法经验。以此，增
加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并完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相关工
作，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关注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保证农业经济技术的持续发展，需加强

对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的重视。针对执法过程中的问题
制定合理化方案，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益及执法水平，
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人员内部的综合素养不足、执法能力不
集中、监督力度不足、执法部门设置不完善等问题。以
此，推进农业行政综合执法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永华.浅析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必要性[J].农家参谋，2021（16）：

9 ～ 10.

[2]韩忻文.浅析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必要性[J].山西农经，2012（04）：

49 ～ 52.

[3]韩咏梅.宿州市：继续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J].中国农机监

理，2021（08）：15.

[4]张晓峰，杨燕燕.规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建议[J].兽医导刊，2021

（15）：57 ～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