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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的比重是巨大的。可以说，农业经济的增减在一定

程度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纵观中国的历

史和经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进程当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的增长关乎着国民经济的增长，

要确保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就需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中国

的农业建设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和变化，从传统的农耕，

到大规模农业机械地使用，再到现代农业的智慧化发展，

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有了许多的转变。在传统的

农耕时代，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这是“靠

天吃饭”年代中唯一可以改变的变量因素。随着工业化的

发展，大量的农业机械代替了人工劳作，农民从田间走到

了操作间，农业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科技革命所带

来的社会经济转变，农业科技的智能化使得农业的发展脱

离了人与天的限制，为农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然而，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还受到许

多因素的影响，要解决这些影响因素，就需要对其进行分析。

因此，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和

意义。

所谓的政策因素，就是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各类规章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制度、税收制度及政策性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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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农业经济稳定增长，政府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各项惠农政策纷纷出台，最大

限度地保障了农村、农民的利益，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各项农业补助的推行和农业税收的减免，从种子的购

买、农机的购置到农产品的销售，在整条农业发展的生态链

上，农民都享受到了较大的优惠。此外，新农合的普及和扶

贫攻坚的良好成果，极大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

得到了保障，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这就有效地促

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就地区来说，许多惠农政策并不是国

家层面的，而是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自行制定的，经

济优惠的程度、税收减免的力度等都有所不同。例如，经济

较为发达的省份或是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主导地位

的省份，对于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就会相对较大，抑或是一

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当地经济不足以支撑农业政策优惠时，

国家也会进行大力的扶持。如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内蒙古

地区等，国家都有较大的农业扶持力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

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提

供了基础 [1]。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近些年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点。传统的农业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以

粮食作物的生产为主，南方多种稻米，北方多种小麦，一些

特殊地区也是广泛种植以当地居民生活为主的粮食作物，这

主要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所制约的。随着中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基本温饱到穿好吃好，再到营养均衡，为农业的生产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经济作物成为地区性的农业产

业支柱，粮食作物不再是唯一的重点。结构因素是影响现代

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优化的产业结构，能够最大程度

地发挥地区农业生产的优势，以农业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

形成地区良性循环，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例如中国云南省，

高原多山的地貌特征，使之无法像平原一样大规模地使用农

业机械，大型的农业生产是不适合的，但云南省充分利用地

形及气候的优势，特别是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蔬

菜、水果和鲜花的种植，成为了全国蔬菜、水果的重要基地，

更是成为全国知名的鲜花种植基地，鲜花销往全国各地，而

以食用玫瑰为原材料制作的鲜花饼，也成为了云南的名片。

再如，中国内蒙古地区，广袤的草原不仅给畜牧业带来了最

佳的发展保障，平坦的地势也为粮食的种植提供了基础，大

型农业机械的规模化运作，确保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也

为地区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识因素主要指的是人才结构。长期以来，中国农村

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教育的发展严

重滞后，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前期，城市的发展是重点，

而农村的发展就更加的疲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校的扩招，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脱

离农村，到城市谋求发展，许多自然村落一度成为了留守老

人和留守儿童的聚居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让农村缺乏

必要的劳动力，更是制约了农村人才的发展和建设，长此以

往，农业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此外，农村地区由于

交通的闭塞，群众的观念也较为落后，甚至还保留着一些传

统的不良观念，这些主观意识上的因素，让农村群众固步自

封，对于新观念、新知识的接受程度较低，不利于农业产业

的发展。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发展，农

村与城市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交通的便利，不仅让农作物

的运输得到了保障，也让农村群众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加之教育扶贫的推进，农村的人才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升。近些年来，农村的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

使农业的发展更加现代化，许多企业依托于农村，许多农村

发展了自有产业，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开始回流，农

村的人才建设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人才结构的转变，为农业

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内在保障 [2]。

人口因素主要是有效劳动力，所谓的有效劳动力，指

的是 16~60岁身体机能健全的劳动力，这是农业生产的中

流砥柱。在传统的农耕时期，农业生产基本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家庭拥有的有效劳动力越多，农业生产就越具有优势，

加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男耕女织，男性劳动力是家庭最

主要的劳动力，因此生育男孩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并且，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较为落后，劳动力丧

失的风险较大，因此多生多育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新中国

成立后，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源分配，国家提出并实施了计划

生育政策，这也间接地导致了许多农村家庭失去了有效劳动

力，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随着农业产业的改革，农业生产逐

步脱离家庭模式，进入了集体模式，从这一时期开始，男性

有效劳动的主要作用开始减退，女性有效劳动力也更多的进

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近些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农村的人口锐减，尤其是有效劳动力的锐减，

让农业生产一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确保有效劳动力的

充裕，国家适时调整了生育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全面

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的出台，为农村有效劳动力的补

充提供了基础。人口问题不单是农村的问题，更是全国的问

题，甚至是世界的问题，人口因素的地区差异不大，但城乡

差异却很明显。显然，人口政策的调整，为农村有效劳动力

的补充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农村地区必须加以重视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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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农业经济的增长依托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宏观上来看，地区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微

观层面，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多体现于自然

条件方面，而非社会经济方面。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最主要的就是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知识因素和人口因素，

掌握了这四种主要的因素，就能够从大方向上把握住农业生

产的发展，有效地提升农业经济。当然，除了以上分析的四

种因素外，还有许多的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经济的

增长产生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农业生产的

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变

化。因此，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时，还要结合

社会经济的发展，切忌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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