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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两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发展动能的内在构成要素，测算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农村经济发展
动能指数，分析各阶段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内在驱动力；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推进农村

产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创新驱动，提出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六个子

动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促进动能转换和新动能培育，需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结合、加强农村人才

队伍建设、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支农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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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从此新旧动能转换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简而言之，新旧动能转换就是培育新动能、提升旧动能。对于中国而言，早期严重

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越来难以为继，通过产业升级提升传统动能、利用创新驱动

引领新动能，双管齐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显得尤为重要。农业农村面临的形势同样如此，需要推进农村

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逐渐增多。王小广指出，在转换新旧动能过程中要注意防

范化解各种风险［１］。赵丽娜认为，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经济健康发展［２］。黄

少安详细阐述了新旧动能的含义，并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为出发点探索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路

径［３］。王小洁等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是实现动能转换的内在驱动力［４］。也有部分学者实证分析了

中国经济动能转换过程。靳涛和陶新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性动力［５］。张立新等人以山东省为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需求侧动

能、供给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６］。

农村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难题。农村

经济动能转换是改造传统动能、发展新兴动能的过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体内”孕育新事物，在“体

外”催生新事物，是农村经济动能转换的重要形式［７］。关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于扬等建立向量

自回归模型（ＶＡＲ）分析了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因素［８］；李莉和景普秋立足于城乡互动这一视

角，寻找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驱动力［９］。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出发，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农村

经济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探寻新动能，也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李国祥回顾了我国农

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就如何实现农业发展动能转换进行了讨论［１０］。刘奇认为我国农村地区正面临

第三次动能转换［１１］。刘海启认为数字农业建设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动能［１２］。孔祥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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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体现在推动产业兴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三个方面［１３］。

滕堂伟等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动能的变革过程［１４］。伊庆山认为农业新旧动能转换是一

场系统性与整体性变革，并建议做好农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风险防范［１５］。

２０１５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经济动能的特征与组
织架构。张文和张念明从需求变动、要素供给、产业供给、制度供给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新旧动能转换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１６］。丁焕峰和邱梦圆从要素供给和最终需求两个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

换机制［１７］。郭海红和张在旭基于要素投入视角建立 ＳＦＡ函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时期的农业
发展动能［１８］。郑江淮等构建三层动能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探究中国经济前进的动

能来源［１９］。何强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框架，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并深入分析了影

响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因素［２０］。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包含新旧动能概念界定、变化特征、作

用机制、转换路径等。相对而言，关于“三农”领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较少，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在

农业农村新动能培育路径方面，且大多属于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不够。因此，本文拟从需求侧、供给侧两

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动能的内在构成要素，运用 ＡＨＰ 法与熵值法共同构建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标，测
算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分析各阶段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内在驱动力，并基
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实现机制。

二、农村经济发展动能的构成要素分析

图 １　 农村经济发展动能的构成要素

农村经济发展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从对“量”的需

求转向对“质”的需求，以“三农”为主体的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农村居民需求为导向，提供有效要素供给，加强对

农村经济新动能和新供给的培育，提高供给侧对需求侧体

系与结构性变动的适应能力［２１］。本文基于要素投入视角，

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构建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

标体系（见图 １）。
（一）需求要素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一方面，随着城乡统筹发展

力度的加大，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另一方面，随之产生的农民更高层次、多样化的

需求凸显了农业农村现有的问题与不足。了解农民动态，关注农民需求，对“三农”工作的后续开展具

有指导性意义。农村居民的独特性在于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农村居民消费是农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农民的消费需求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生活需求。

１． 农业生产需求。农业生产需求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环节，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生产不仅需要劳动力、土地、牲畜、化肥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支持，还需要科技、信息、人才等新型生

产要素对农业产业链的投入。在农村经济中，农业生产是传统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人均第一产业

生产支出反映了农民对农业的生产需求和农业在农村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２． 农民生活需求。农民生活消费既包含农村居民购买商品的支出，又包含其用于满足文化与精神需
求等非商品的支出。如今，物质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文化温饱”问题却稍显滞后，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服

务的需求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多元化的生活服务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还能扩大农民消费，带动农

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分别采用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来衡量。

（二）供给要素

１． 农村资本积累。农村资本形成的方式主要有农村物质资本、农村金融发展以及对农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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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发展依赖于物质资本，本文选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

表示农村物质资本供给。财政与金融是一组在资金配置上具有互补性的经济活动。政府购买公共产品

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壤，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连接资金供需双方，实现

了农村地区资本市场的资金融通。由于我国农村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较为明显，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支

农占比来衡量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程度，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 ＧＤＰ 之比反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程
度［２２］。农村 ＧＤＰ是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然而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布该方面的数据，因此
本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来估算农村 ＧＤＰ。
２． 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是农业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总称。农业劳动力供给是指在给定

工资水平与其他条件下，投身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数量，用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表示［２３］。人

力资本指以劳动者为单位，蕴含知识、技术、能力等能够贡献于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总和，用于反映劳动者

具有的能力与素质。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作用愈发超过物质资本，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采用人均教育年限法计算得出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水平。

３． 农村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世界农业遵循着从以体力和畜力
为主的农业 １． ０ 出发，再由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农业 ２． ０ 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的高度自动化机械化
的农业 ３． ０ 转变，最终发展成将互联网技术与人工智能相融合，实现社会化、生态化、个性化生产一体化
的智能农业（农业 ４． ０）的规律。目前我国正积极向农业 ４． ０ 转型。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用农村第二、三
产业增加值与农村 ＧＤＰ之比以及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农村劳动力总数之比共同表示。农村第二、
三产业增加值用乡镇企业增加值表示。

４． 农村科技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可以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与实际生产相联系，由片面追求对生产要素量的投入转为依靠科技进

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现农产品增产提质与绿色生态可持续并存，提升农业特色化与差异化

生产能力。农村科技创新水平选用每万人研究与开发机构从业人员农业专利授权数、亩均机械化总动

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衡量。

表 １　 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单位 指标属性

需求侧

农业生产需求 农业生产支出 人均第一产业生产支出 元 ／人 ＋

农民生活需求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 ％ ＋

供给侧

资本积累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农村贷款余额 ／农村 ＧＤＰ ％ ＋
财政支农政策 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
农村物质资本 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人力资源
农业劳动力 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
农村人力资本 每百人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产业结构 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农村 ＧＤＰ ％ ＋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 ／农村劳动力总量 ％ ＋

科技创新

农村科技水平 每万人研究与开发机构从业人员专利授权数 件 ／万人 ＋
农业机械化水平 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亩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 ／农业就业人数 元 ／人 ＋

三、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测算与评价

（一）研究方法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整理发布的数据报表。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农业贷款数据来自《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
告》。本文所有数据均以 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数据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填补。
２． 权重确定
本文基于上述 １３ 个农村经济动能指标来构建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ＲＥＫＥＩ，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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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ｘ），对我国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ＲＥＫＥＩｉ，ｊ ＝ ∑
ｉ

ωｉＸｉｊ （１）

其中，ＲＥＫＥＩｉ，ｊ 表示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Ｘｉ，ｊ 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第 ｊ年第 ｉ个指标，ωｉ 表示
对应指标的权数，ｉ为指标个数。

本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如下：正指标 Ｘ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

ｍａｘ（ｘｉ）－ ｍｉｎ（ｘｉ）
；负指标 Ｘｉ，ｊ ＝

ｍａｘ（ｘｉ）－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 ｍｉｎ（ｘｉ）

。

确定指标权数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按照决策者主观意愿对各项

指标赋值，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原始数据间的相关性，运用特定数学方法测算各指标的权重。为了既体现

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又体现数据之间的逻辑性，本文分别选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与熵值法主客观相结
合的方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步骤为：（１）构建判断矩阵；（２）计算相对权重；（３）进行一致性检验，要求
ＣＲ小于 ０． １。熵值法确定权重的步骤为：（１）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计算第 ｊ项指标下第 ｉ个指标值占比

（Ｐｉｊ），Ｐｉｊ ＝
ｘｉｊ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２）计算第 ｊ 项指标的熵值（ｅｉｊ），ｅｊ ＝

１
ｌｎｍ∑

ｎ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ｐｉｊ），ｅｊ∈［０，１］；（３）计算第 ｊ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ｇｉｊ），ｇｉ ＝ １ － ｅｊ；（４）计算第 ｊ项指标

的权重（Ｗｉｊ），Ｗｊ ＝
ｇｊ

∑
ｍ

ｊ ＝ １
ｇｊ
；（５）计算综合得分情况（Ｓｉ），Ｓｉ ＝ ∑

ｎ

ｊ ＝ １
ＷｊＰｊ。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分别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且层次分析法中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

检验，最后运用平均值法得出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农村经济发展动能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 ２。需求
侧权重加总为 ０． １９２，供给侧权重加总为 ０． ８０８，供给侧提供的动能明显高于需求侧。农村资本积累、产业
结构和科技创新是供给侧动能的三大主力，权重均高于 ０． １，而这三大主力同时也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
驱动力，科技创新占比最高，为 ０． ４２６，其次分别为农村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在 １３ 个三级指标中，权重高
于 ０． １的有农村科技发展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分别为 ０． ２３３ 和 ０． １０１；权重介于 ０． ０５ 与 ０． １ 之间的包
括农业生产支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非农 ＧＤＰ占比和
农业劳动生产率；其余指标的权重均低于 ０． ０５，其中农业劳动力权重最低，为 ０． ０３４。

表 ２　 农村经济发展动能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综合权重 ＡＨＰ 熵值法 三级指标 综合权重 ＡＨＰ 熵值法

需求侧

０． １９２

农业生产需求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６７ 农业生产支出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６７ ｘ１

农民生活需求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７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３ ｘ２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４ ｘ３

供给侧

０． ８０８

资本积累 ０． １８１ ０． １９１ ０． １７２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０． ０８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０ ｘ４
财政支农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２ ｘ５
农村物质资本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０ ｘ６

人力资源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３ 农业劳动力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８ ｘ７
农村人力资本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５ ｘ８

产业结构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９ 农村非农 ＧＤＰ占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０ ｘ９
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９ ｘ１０

科技创新 ０． ４２６ ０． ４２０ ０． ４３２
农村科技发展水平 ０． ２３３ ０． ２０６ ０． ２６１ ｘ１１
农业机械化水平 ０． １０１ ０． １３１ ０． ０７１ ｘ１２
农业劳动生产率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０ ｘ１３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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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波，彭　 程：农村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与新动能培育研究

能内部各子动能的运动轨迹可以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各子动能前进步调并不统一，甚至个别子动能逐

渐衰落。多数子动能（农业生产需求、农民生活需求、科技创新）发展得愈发良好，农业生产需求动能更

是呈直线型上升趋势，指标排名逐年递增；进入 ２１ 世纪后，科技创新动能发展势头迅猛，动能指数大幅
提升，并在 ２０１８ 年达到最优水平。农民生活需求动能波动幅度较大，但依旧在近年来呈现出较好的发
展水平。农民生活需求动能产生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消费需求拉动的动能并不持续，近十年

处于长时间低迷的状态。农村人力资源提供的动能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最优水平后出现衰落迹象，整体发展
轨迹呈倒“Ｕ”型，主要原因在于进入 ２１ 世纪后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动能不断减少。一方面，生产要素替
代对农业劳动力需求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众多青壮年劳动力离土且离乡，选择进城务工，少部分留在

乡村的劳动力也更乐于从事高收入的非农工作，农业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２０１８ 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数仅为 ２０２５８ 万人，比 １９９２ 年下降了 ４７． ６５％。

表 ３ 为分阶段测算 ６ 个二级子动能指标对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的贡献度差异。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
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由 １２． ００ 提升至 ７３． ３１，致使其大幅提升的首要因素是科技创新动能，贡献度高
达 ６６ ５％；其次是需求侧的两个子动能，贡献度分别为 １３． ６％和 １２． ４％；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村资本积累
位列其后，贡献度分别为 ６． ６％和 ５． ６％；农村人力资源提供的动能贡献度甚至出现负值，为 － ４． ６％。

表 ３　 分阶段要素贡献度比较

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全部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
提升值 贡献度％ 提升值 贡献度％ 提升值 贡献度％ 提升值 贡献度％ 提升值 贡献度％

动能指数提升 ２３． ４２０ １００． ０ － ３． ８２２ １００． ０ ２０． ５０６ １００． ０ ２１． ２０５ １００． ０ ６１． ３０９ １００． ０
农业生产需求 １． ２０１ ５． １ １． ６０１ － ４１． ９ ２． ８１８ １３． ７ ２． ２８１ １２． ７ ８． ３１６ １３． ６
农民生活需求 ３． ８５７ １６． ５ ０． ０６７ － １． ７ ３． ８４４ １８． ７ － ０． １８３ － ０． ９ ７． ５８６ １２． ４
资本积累 ７． ６９８ ３２． ９ － ６． ８３４ １７８． ８ ４． ５６３ ２２． ２ － ２． ０１７ － ９． ５ ３． ４１０ ５． ６
人力资源 － ０． ０３７ － ０． ２ １． ５８８ － ４１． ６ － ２． １７０ － １０． ６ － ２． ２２６ － １０． ５ － ２． ８４５ － ４． ６
产业结构 ８． ９１５ ３８． １ － ４． ５４０ １１８． ８ ０． ６５０ ３． ２ － ０． ９６５ － ４． ６ ４． ０６０ ６． ６
科技创新 １． ７８５ ７． ６ ４． ２９７ － １１２． ４ １０． ８０１ ５２． ７ ２３． ８９９ １１２． ７ ４０． ７８２ ６６． ５

　 　 在第一阶段（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提高 ２３． ４２０，除人力资源外其余五个子动能指
标的贡献度均为正值，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了正向促进作用。贡献度最大的是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为 ３８．
１％，其次是农村资本积累，为 ３２． ９％。这与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关，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改革不断推进。为了给农村经济提供更好的服

务，以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多样化需求，我国围绕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实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政

策的指引下，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资本积累成为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
在第二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农村经济动能指数非升反降，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整体上处于停滞状

态。由图 ２ 可知，此阶段农村经济的主动能依旧是农村资本积累，但相比于第一阶段逐渐衰弱。２０ 世
纪末，乡镇企业率先“走出去”，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小

城镇的繁荣，农村改革的步伐放缓，城乡互动成为我国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政策的放松也促使大量

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农村人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转移，加快了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然而，

由于农业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出现了“三农发展要素缺乏症”，从而导致农村经济始终徘徊不前。

在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农村经济动能发生转换，主动能转向科技创新，该动能的贡献度为
５２ ７％。在 １３ 个三级指标中，农村科技发展水平、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财政支农四个指标的
贡献度突出，贡献度之和超过 ７０％。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战略来解决
“三农”问题，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科技研发等的投

入［２４］。２００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将目光指向了现代农业，长期的资金投入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保障，科技创新动能得以快速发展。

·００１·



在第四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指数继续加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最高值 ５． ９％。
经济动能的快速增长与国家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高度重视有关。这一时期科技创新动能更是得到了快速

发展，依旧是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驱动力，贡献度上升至 １１２． ７％，提升了 ６０ 个百分点。与科技
创新动能相比，其余子动能衰退迹象明显。对传统动能的改造是培育农村经济新动能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而改造的力量源于科技创新。２０１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同年我国对农业研
发支出投入 １０６． ０１ 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５３． 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愈发重视科技为农服
务水平，加大了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研发力度，２０１８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 ５８ ３％，科技创新成
为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乡村振兴

战略重点在于增强农村经济活力［２５］，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推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与人才支

撑，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优化支农财政投入方式，最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１．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改造传统动能。农村产业融合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从以下
三点着手：一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不同村镇的独特资源与生态环境，找寻各自优势主导产业，提供特色

衍生农产品和个性化服务，打造“一村一品”；二是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和经营主体，引导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农户协同生产；三是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进一产后延，健全农产

品运输的“最初一公里”，紧密二产与前后产连接，提升农副产品综合利用度，推进三产深度发展，提高

农业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水平。

２． 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结合，培育新兴动能。科学技术与创新有效融入现代农业，必将成为农村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需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将更多的科研投入用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将现代生物

技术与农业信息技术相融合，加强农业生产装备研发推广，强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建立健全乡村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产学研用联合机制，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农技服务平台，鼓励农

民学习使用新型农机设备，加强信息化管理，发展以“互联网 ＋”为载体的数字农业。
３． 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人气活力动能。培育农村经济动能必须加强农村人才主体作用，

为农村注入人气活力。一方面，积极引进优秀外来人才，鼓励各地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将新鲜血液

注入农村；提供政策补贴，吸引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回乡创业，吸纳有技术、有能力的“大学生村干

部”等在农村任职，组织城市从事科技、文化、医疗行业的优秀人才定期下乡，为农村从业人员提供技术

指导。另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当地农民进入农业职业院校进行系统学习，由当地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主体共同组织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培育多种类应用型农村人才。

４．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激发农村经济内生动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引导涉农金融机构以农
为本，吸收的资金优先投入农村经济转型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如农村三产融合、精准扶贫、绿色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涉农金融机构应与农业经营主体结合，在金融

服务方式、金融产品的多元化等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方案，在完善农业信贷担保、简化贷款手续、

增强涉农贷款可得性等方面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问题，以满足农村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金融需求。

５． 加大支农财政投入，提供政策保障。发挥财政投入对“三农”的引领作用，惠农财政资金覆盖必
须全面，主要用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流通的扶持，二是农业资源保护的补助奖励，三是精准扶

贫，四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五是农业防灾减灾，六是改善乡村环境。完善支农财政政策框架体系，优化

财政供给结构，满足多种生产主体与生产方式的需求，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绩效考核与监管体制，按需分

配财政补助资金，确保涉农财政投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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