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2025 年，第四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孙乔婧  李楚怡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其高创新性、高可持续性、高品质性为内生驱动力，赋予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的发展动能与重要着力点。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发展普遍存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
农业发展缺乏动力、乡村人才面临缺口、当代农业科技水平不强的主要短板，这些问题影响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及
成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运用绿色技术推动生态质量的提升、运用数字经济激发农业发展新动力、引进与培育相关素质人才、
智能机械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建设，旨在以全力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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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new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with its high innovation, high sustainability, and high quality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endow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ith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mportant focal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re are generally major shortcomings in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po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lack of impetu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 shortage of rural talents, and a weak 
level of contemporary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problems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speed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se gree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quality, use the digital economy to stimulate new impetu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troduce and 
cultivate relevant qualified talents, and use intelligent machiner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iming to 
ful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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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以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亦是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其关键核心在于提升农业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水平及成果转换成效。而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农业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高科技、高
效能为特点，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注入了新型农
业科学技术和创新管理理念，以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促进农业生产任务高质量完成、保证粮食供
给为目的，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世界农业发
展潮流的重要抓手，对于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深远意义。针对当前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堪忧、发展缺乏活力、
人才流失较快、农业技术进步较缓的现实问题，
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运用农业新质生产力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一、绿色技术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
需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首先，由于化肥农药滥施，致使我国大片农
村土地受到了污染，使农产品的增产遭遇瓶颈。
第二，农民环保意识不强，农村环保设施系统不
完善，农用污水排放不当，农村水资源受到严重
污染。第三，农村家禽家畜养殖方式缺乏管理，
村民房前屋后常散发恶臭，影响村民生活质量。
基于此，亟需通过有效途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提高农村宜居水平，为村民和返乡人员提供良好
的生活环境。

农业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绿色生产力，
不仅是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方式，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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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农业新质
生产力创新了农业绿色发展生态技术，促成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环保型农业技术、绿色防控
系统、生物优化育种技术等绿色技术形成并倡导
在农村中运用。例如，在农村中使用生物农药的
生态作业方式，这种方式以安全性高、对生态破
坏性低、选择面广为特点，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土
地中农药的残留、减少对农田土壤肥力的破坏。
同时，绿色技术通过使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的方
式，增加了土壤中微量元素以及有机质的含量，
提高了土壤肥力。绿色技术还催生了节水灌溉型
农业，通过渠道防渗、喷灌、滴灌、微灌、涌泉灌、
膜上灌等措施，缓解了采用河水和开采地下水进
行灌溉时造成的资源污染问题，优化了灌溉方式，
并有效节约了农村的水资源。绿色技术还可通过
将绿色种植、粪污利用、绿色养殖打造成一条完
整的生态链，即将养殖废水进行发酵处理之后免
费供给农民进行种植、粪便废物通过堆肥处理制
成有机肥料卖给其他农户，并对养殖场的环境实
施实时监管，该过程既解决了农村养殖场的污染
问题，又为农民增加了一份新收入。

通过使用绿色技术，不仅能够使农村从源头
上保证农产品的绿色底色，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
还能为打造绿色农业自主品牌奠定扎实的基础、
提升农村发展综合效益，推进农业农村的可持续
发展。绿色技术在农村的全面推广，既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重要方法。

二、数字经济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
支撑

相比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在农业方面的
运用，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大部分农村
产业以传统产业为主，结构单一，且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发展度明显不足，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
发展薄弱，发展明显缺乏动力。

数字经济以网络信息平台作为重要载体、以
数据作为关键核心要素，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不仅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而且催生了一系
列新型经济运作方式，充分体现出高创新性、高
渗透性、高附加性的特征。而农业新质生产力以
科技创新交融为主，蕴含着高科技、高质量、高
效益等进步因素，使其不仅仅局限并渗透于传统
农业领域中，还能够拉动农业及其周边产业发展。
数字经济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核心内涵方面存在
高度的契合性。

因而，在运用于农业领域之时，数字经济凭
借其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跳脱了传
统农业单一的农产品供给、销售方式，实现了农
户与消费者间的近距离接触，减少了传统农村产
业中间商的成本 [1]。运用数字经济，商家能通过
电商信息平台及时配置并售卖农产品，最大限度
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同时，商家还可运用高效
的物流体系将农产品交予消费者，为其提供更为

直接及时的售后服务。同时，在数字经济运用于
农业的过程中形成并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通过远
程监管农作物，分析农作物的生产数据，运用大
数据预测农作物生长状况，可精细化培育农作物、
饲养牲畜，减少不必要的农业生产浪费，进而进
一步提升农村收益。此外，数字经济在农业产业
中的深度运用，能够有力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数字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等方式，能够及时跟进农业的市场需求，并根据
需求选择定位农产品的生产，促进了农业产业链
中生产链的发展 [2]。数字经济还可以采取数字感
知、数字控制、数字分析等手段为基础，针对性
地将农业作物进行资源转换、加工增值、纵深开
发，从而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当地农村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数字经济还可以使用无人机等新型
数字工具，帮助各地农村深入挖掘当地农村存在
的自然风光与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促进当地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业，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增
长 [3]。

三、高素质人才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
本保障

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人才的助力，农业农村现
代化离不开人才的振兴。人才是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第一资源。农村人才流失严重一直以来是制
约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
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较为严重，学历偏低，以
至于先进农业科技技术、创新型管理经验在农村
中的推广较为困难。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代
表着农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预示着农业生产力
发展的新趋势。但农业发展新方向的引领、新趋
势的带动，离不开人才能力的驱动与素养的匹配。
高素质实用型人才正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
键核心资源。高素质实用人才具备农业科技理论
知识、懂技术、懂运营，能合理规划种植面积与
结构，拥有提高种植物存活率的方法；高素质实
用人才具备先进管理经验，能够有效管理农民正
确劳动、管理农村经营运作方式；高素质实用人
才具备创新型大脑，若将创新点与农村实地状况
相结合，将对于农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
意义。为此，亟需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农村的发展
吸引源源不断的人才。一是需为乡村人才提供良
好的工资待遇政策，建立和完善乡村人才激励机
制，完善乡村人才社会福利保障，鼓励人才参与
乡村建设。二是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搭建乡村人才信息对接库，从外引进与当地发展
需要相契合的专家与人才，将先进的理念与技术
融入乡村发展的重要领域，以攻克制约乡村发展
的“卡脖子”难题，助力乡村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要深入挖掘乡村本土人才，培育适合
当地发展需要的“土专家”“田秀才”。三是要
大力培育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农村发展不仅存在
于农产品的种植与销售当中，还可向乡村旅游、
客户体验水果采摘、志愿农事活动等多方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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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拓展，以此吸引更多人才踏入农村，扩大农村
经济效益增加的渠道。四是建立与当地农业合作
社、政府、事业单位的合作机制，组织人才联盟。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集中探讨乡村发展过程中难题
的应对之策，还可以将更多的人才留在本地，实
现人力资源的就地化。

四、智能机械化是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渠道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受限根源于
农业发展技术的发展薄弱。加之我国地势较为复
杂，高原、丘陵分别占据了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26%、9.9%[4]，这两种地形不仅耕种难度大，且不
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此外，在我国平原农
村地区，由于存在大量人才流失、老龄化等问题，
耕地遭遇了大规模的闲置，使得耕种难度进一步
增加。另外，我国农业一直以人力劳动与粗放式
的传统工作方式为主，此种方式对于自然灾害和
病虫害的抗风险能力弱，安全隐患大，易造成大
量资源浪费，加之当今农村劳动力存在明显的不
足，人工作业任务繁重，使农业生产效率愈加低
下。对此，只有采取智能机械的方式，才能实现
在复杂条件下的农业机械化耕种以及有效助力农
业增产增收。

而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
质的飞跃和颠覆性变革，不仅强调高效、创新、
质优，还创造了新的农业发展价值。新型机械在
农业上的推广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念高度契
合，智能化的运用更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
动力。智能机械化正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体
现。一方面，智能融合了人工智能、传感器、通
信等新兴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例如，农业机器人能够自行播种、收割、种植，
同时具备了学习、执行能力，能够实现农业生产
的无人化作业，降低了人力成本，提升了农业生
产效率。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土壤条件、动植物生
长状况，以便及时调整为合适的种养方式，此举
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的精准度、提升了农产品
生产质量。数学分析技术、图像识别技术能够帮
助农业生产者基于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预测气候
条件、预警病虫害的发生，辅助农业生产者进行
科学的决策。另一方面，农业智能化的机械运用
给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例如将自动化的拖
拉机、收割机运用于农村，通过无人驾驶，不仅
能够减少人工使用时的误差、降低农民劳动强度，
还能将我国农村大量荒废的土地重新利用起来。
在农业中使用自动化的灌溉、施肥系统不仅能够
帮助农业进行精确化供给、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还利于提升农业种植的安全性。新型机械运用于
复杂地形的耕种实践，更是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
的优化配置。

智能机械集合了众多科学信息技术，帮助农
业定量分析、精准生产、自动调节，不仅优化了
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结构，还大幅提升了农业生
产效率。智能机械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激发新动

能，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亦是建
设农业强国的关键环节。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低碳、产业转型革新、
科技提升与创新为内生驱动力，助力建设农业强
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
化，并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和
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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