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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农业发展与农业经济以良好的底蕴成为了中国经济发

展中最受关注的内容。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农村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要因。在新常态下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面临新的挑战，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农业刻不容

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适应新常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将新常态的阶段性

特征融入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之中，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由李翠霞编著，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与相关农业类书籍相比较，《农业与农村经济发

展研究 2012》所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广泛，以“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为主题，通过列举黑龙江省农业发展

现状，指明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本书共分为十章内容，内容丰富、实证

效果鲜明，其创新点是作者选取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并采取 DEA、SWOT 等方

法对部分数据进行验证与分析，为提高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理论保障。

一、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的特征

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的绪论部分指明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关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农业与农村经济也逐步迈入了新常

态。在该阶段中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呈现不同类型的特征，在“前言”部分将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

的特征进行描述，经过整理与分析，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与分析。
( 一) 供求关系方面

在新常态下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已经打破了传统短缺经济的时代，当前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经处

于卖方市场的格局。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所调查研究黑龙江省的数据中得知，作为粮

食产业的主要区域地，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关系到了我国社会农业的整体性，通过 DEA 数据分析，当

前粮食产量呈现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

为发展新品种奠定了有利的条件。
( 二) 经营方式方面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中所探究的农业问题与农村问题均以社会角度与时间角度为

主，具有代表性，众所周知，在历经几十年变革中，我国农业经济已经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体

的模式中，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经营方式的格局已经形成。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中“交易费用两分、交易外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土地生产制度为载体，分析在新常态

体系下农村农业发展的各项格局，包括经营大户、家庭农场、新型合作组织等，这一系列的组成元素均

是新常态发展下的产物，是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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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专业分工方面

专业分工问题同样是新常态下农业问题与农村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农业与农村经

济发展研究 2012》中部分观点认为，在农业商品化、专业化以及产业化的经营发展中，农业得到布局

与调整，我国农业中新的分工已经形成。在作者分析黑龙江林业融资、黑龙江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

过程中，将计算机技术的地位提升了许多，并表明在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产品网络销售是新常态

的主要发展模式。
( 四) 农民增收方面

在利用数据分析黑龙江部分地区农业经济现状的时候，清楚地指明当前新形态推动了城镇化的

发展，农业呈现固定性与稳定化，农民的农业经济格局也从单一模式转变为多元化发展趋势，各类养

殖业、种植业、畜牧业丰富了农业经济发展格局，在部分地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成为了补充性的收入

来源。

二、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的指导因素

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研究背景则是新常态，研究内容则是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

展，虽然全文着重以黑龙江省作为案例，但是从一系列的数据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新常态已经成为了

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国有林权绩效评价研究”与“黑龙江省奶牛养殖技术

推广模式研究”可以将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进行阐述。
( 一) 外部因素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农业发展环境，这两种因素从本质上

影响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在“国有林权绩效评价研究”与“黑龙江省奶牛养殖技术推广模式研究”
中作者认为国家宏观政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同样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

到 13 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总而言之，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之中，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成为了最

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
其一，惠农政策。《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所谈及的主要政策均为惠农政策，惠农政策

是引导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本书以 2004—2010 年农业发展为载体，将 2004 年之后我国相继颁发

的农村经济文件应用到案例之中，并形成统一的农业发展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相关数据期

间，作者认为需要惠农政策力度过小，那么则会从根本上影响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二，金融支持。在“黑龙江省各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与对策建议”中分析了金融支持对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在 2014 年我国经济发展形成错综复杂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中央及时

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稳定增长、及时调整结构的发展要求，将金融支持与金融定向调

控作为基础，降低农业发展体系中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经过书中实证分析，金融支持同样成为推动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 内部因素

其一，土地问题。自古以来土地便是农民丰衣足食的保证，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积极构建

城乡统一模式成为了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其中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备受关注。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

展研究 2012》的第一章中深刻分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内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建设”等，在这一系列因素探析中，作者认为只有严格按照依法、自
愿以及有偿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土地合理流转，才能真正激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新常态

下农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二，科学技术。在新常态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驱动力，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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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强调，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其中在第三章“基于 DEA 的新

农村建设效率评价研究”中分析了科学技术的主要作用。根据书中观点的启发，在未来农业与农村

经济发展中，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科技整体水平才是

关键。

三、新常态下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创新措施

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中作者指出，在新常态下需积极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实现两

者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具有新的动力，实现农业经济找到新的发展途径与渠道。
( 一)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的变革

在“基于循环经济资源型城市产业生态化模式”中，针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全

新的发展理念，即构建资源型生态化模式。这一方式实现了农业科技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但是因受到

区域差异的影响，所以在资源型生态化模式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多方面出发、入手，分别从项目立项、项
目评估、激励、管理以及应用等多角度分析，以当地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作为出发点，构建适合农

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全新机制。这包括: 第一，需要积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机制，避免出现重

复研究现象; 第二，需要构建激励机制，打破传统模式的弊端; 第三，要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协作机制，将

多方面的优势进行发挥出来; 第四，要构建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有效机制，形成权威的管理机制，

这样才能真正杜绝农业资金浪费现象以及各类徇私舞弊现象。
( 二) 深化经营方式的变革

在书中的开始部分便讨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发展基础，将其作为调动

农民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在作者的调查与分析中产生了大市场与小生产的矛盾问题，所以依据

书中观点需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展模式，对经营理念以及经营格局进行改革。此外，还需要

结合当前农业与农村发展现状，引导农民发展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或者新型合作社等。但是在此期间

也会出现农业兼业化问题，所以不管采取哪一种经营方式，都要以尊重农民为基础，在“因地制宜”的

基础上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创新发展。
( 三) 深化融资体系的变革

金融支持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中得到肯定，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

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在金融支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融资困难的现象，尤其是诸

多小微企业无法及时贷款，导致融资成本在 30%左右，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容易形成平均主义，面对这

种趋势，需要深化融资体系，并且要对农业补贴制度进行改善，鼓励更多的股权投资( VC) 能够参与到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之中。
综上所述，农业与农村经济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与保障，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呈现出全新的局

面，并迈入了新常态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农村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改进? 在本文中将《农业

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2》分析了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在新常态内的发展特征以及发展因素、创新

途径，这对实现新世纪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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