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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农村，本文将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聚焦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剖析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特点、影响因素，而后提

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的有效对策，旨在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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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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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in go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address the "three rural issues," promote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n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aim is to achieve increased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higher farmers' income,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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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核心目标，其中“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

与关键，在农村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对此加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在这项研究工作的落实中应解决传统农

业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优化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一）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内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跨越。规划着重强调，农业产业领域

需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体系为核心，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推动三产深度融合等举措，全面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基

于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应明确战略定

位、解读政策内涵、明确目标导向，切实落实战略要求，通过整

合农村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多元协同发展，既能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又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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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均衡发展。

（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重要性

农业农村结构优化调整能够破解传统农业困境，解决结构单

一、低效锁定等问题，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延伸生产链等方式提

高产品附加值，增强经济收益，切实解决种植业占比过高，畜牧

业、渔业、农产品加工等发展不足，生产要素固化，难以适应市

场需求变化等问题，满足现代市场需求、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促

使经济升级，以绿色优质农产品、休闲农业等新需求倒逼产业升

级。通过调整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内部比例，发展高附加值

的特色农业，提升农业整体经济效益，且产业结构优化可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吸引劳动力回流，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增强乡村

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中采用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促进循环农业的模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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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三）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

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相互促进的作用，二者是协

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振兴对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政策资源

支持，加速了结构调整，进一步地提高了农业产业整体的竞争

力，促进了产业的转型与创新，例如以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为指

导，打破地域限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同时通过政策驱

动、资源整合，引导资源向优势产业和新兴业态集聚；另一方面

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推动乡村振兴，提高效益、创造就业、改

善生态环境，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着眼于绿

色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从产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出

发，实现全面振兴。

二、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特点

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具有多元发展、产业链延伸、融合趋势增

强、科技赋能等主要特点。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以农作

物种植为主，无法满足现代市场多样化需求，因此需要多元发展

的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例如在历城区，形成北部鲜果、

南部干果的区域化布局，依据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引导农民摒

弃传统种养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在产业链延伸中实现产前的农资供应、农业技术研发，产后的农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不断延伸，以此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在产业融合中，突出农业与二、三产业紧密融合，如

农业与乡村旅游事业联动，搭建农业产业联合体，拓展农业功

能，为乡村经济注入新活力；在科技赋能方面，需要推动农业产

业智能化、绿色化、集成化、精准化发展，将农业工程技术广泛

地应用于农业产业中，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二）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因素

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市场需

求、科技发展等多方面。其中自然条件是基础性问题，土地、气

候、水资源等自然因素是农业产业结构形成的基础，决定农作物

与畜禽养殖类型；自然灾害影响农民种植养殖结构调整，以规避

风险；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则是导向性问题，发挥了引导、调控

的作用，例如在政府环境下通过财政补贴引导资源流动，产业政

策规划发展方向；科技发展则具有推动性影响，借助农业科技促

进产业升级，将新技术、新装备、新品种、新生产方式等融入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提高效率，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2]。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一）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多元调整

1. 发展特色农业

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应坚持发展特色农业，通过挖掘

地方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农产品的方式，提升农产品市场辨识度

与竞争力。例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历城区董家街道草莓种

植是该地区的一大农业亮点，对此可通过草莓产业升级的方式来

发展特色农业，通过推广“张而草莓”地理标志品牌，发展高架

草莓、立体栽培等新模式，或是通过举办“历城草莓文化节”，

结合采摘体验、文创产品开发来加强宣传与推广，同时通过品种

改良和冷链物流建设的方式实现产业链延伸，实现“用小草莓撬

动乡村产业大振兴”的战略目标。

2. 推动农业产业融合

农业产业融合要从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两个维度出发。首先

在纵向延伸中，采用农业与二、三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方式延伸产

业链，上游拓展农资研发、农业技术服务；中游聚焦农产品加工

升级，引入深加工技术；下游完善冷链物流与市场营销体系，搭

建产地直供电商平台；其次在纵向融合中，采用融合模式创新的

方式将农业与文旅、教育、科技等产业融合，使农业从单一生产

功能向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等复合功能转型，例如依托乡村自然

风光与民俗文化，构建“农业 + 旅游”模式，建设田园综合体、

特色民宿集群。

（二）构建农业持续发展产业体系

1.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搭建中，一方面要实现农业产业链优化，通过纵

向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产业功能的方式将农业产业纵横交织，

如历城草莓产业体系搭建中，应改变传统单一的草莓种植与销售

的模式，将其转化为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电商销

售、售后保障的全产业链，同时在功能拓展中，实现“农业 + 文

旅”的融合，打造特色项目，如草莓采摘园、认养一块田、草莓

园研学等；另一方面要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组建现代农业产

业联盟，凝聚力量，实现技术共享、品牌共建、市场共拓 [3]。

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石，是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于农业基础建设方面，应采用完善灌

溉排水系统，增强农田地域自然灾害的能力，例如针对不同地域

特点、农作物特点优化灌溉排水系统，既保证资源的精准规划与

利用，同时提高灌溉排水系统的工作质量，提高农田防洪抗旱能

力。此外要研发和应用适合不同地形、作物的农机装备，实现耕

种收管全程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三）强化农业产业区域协同布局

1. 规划农业产业布局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要充分依托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通过精

准区域划分、优化空间布局等形式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例如

在区域划分中根据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等划分粮

食主产区、特色农产品区、生态农业保护区等，在区域划分中精

准定位，明确各区域的主导产业，突出自身农业特色优势。或是

在空间布局的优化中，充分考虑到城乡空间结构、交通网络和生

态保护要求，并推动农业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

2. 加强区域协同发展

区域协同发展布局有利于资源共建共享，例如建立跨区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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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协作机制，鼓励不同地区在农产品加工、品牌建设、市场

开拓等方面开展合作；或是建立区域农业科技合作平台，联合开

展技术攻关；实施人才交流计划，培养复合型农业人才，通过合

作、共享等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切实打破区

域壁垒，提高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8]。

（四）提升农业科技驱动产品竞争力

1.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

科技赋能是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然趋势，对此在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中要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并协同高校、科研院等机

构构建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农业科技研发注入活力。而后

应加速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推动成果转化，例如搭建“三位

一体”转化平台，建立“科研机构 - 企业 - 农户”的合作模式，

让农业科技走进农村、走进农业，在农业科技的普及中，采用点

对点的农业技术培训方式，提升农民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能

力 [7]。

2. 打造农业科技品牌

打造农业科技品牌是对农业科技的沉淀与转化，在该项工

作的推进中应建立农业技术示范园区，如历城草莓科技示范

园、唐王数字农业产业园、彩石智慧林果示范园，集成应用先

进农业技术与装备，打造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示范样板，并

通过示范园区搭建交流平台，通过技术展示、模式交流等方

式，引领区域农业科技升级 [6]。此外，还应加强农业科技企业

的培育，支持企业创建知名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在技术的革新与驱动下推动农业产业格局的

升级与优化 [4]。

（五）深化农业产业改革激活活力

1. 完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

农业产业政策体系完善中，要从扶持政策、监督政策双视角

出发。基于农业产业扶持政策视角，实施“三补一奖”政策体

系，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补贴、对农业科技创新补贴、对品牌建

设补贴、对产业融合示范奖，同时要因地制宜，制定具有差异化

的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对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新型农业发展

等不同领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从监督政策视角出发，应构建

全链条农业产业监管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例如建立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红黑榜”制

度等，以此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公平 [5]。

2. 加强农业产业市场体系建设

农业产业市场体系建设中应覆盖农业生产、市场需求、价格

波动、技术推广等多维度信息，并搭建数字化共建共享平台，实

施精细化管理，在实践应用中，管理部门能够借助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农户、企业提供市场预警与决策依据，确

保农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推动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对此在产业结构优化中要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多元调整、构建农业持续发展产业体系、强化农业产业

区域协同布局、提升农业科技驱动产品竞争、深化农业产业改革

激活活力，有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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