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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
1．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简介：农业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对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过程以及产业链上的组织、分工和

协作进行创新性转化，进而在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新中国成立以

来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长足积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一系列聚焦“三农”领域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农

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前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实践落地，应注重

技术创新与乡村物质及社会特性相适应，也应重视通过包容性的产业链变革助力新生产

方式进一步转化为新增价值。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23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efPaANz8WABjmY8UCGUw261.pdf

2．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简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具

有重要作用。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为基

础，根据农业农村经济现实条件和发展趋势，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特征与作用机制、困难挑战与现实问题、政策思路与实践路径进行了梳理和

分析。总体上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其发展过程既具有诸多现实优势条件也面临一些困境和难题，因此要以加快形成农

业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以建立健全农业技术供给有效机制、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成

果应用转化效率、加强农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完善新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型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重点任务，促进资源要素特别是科技、人才等稀缺要素高效合理配

置，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23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IHysaAKb_iABRattyUbk0747.pdf

3．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基于福特主义及其在全球

扩散的考察
简介：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整体性、机理性、历时性和全球性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是

由农业生产率、农业收入和农业资本积累率三个密切关联指标构成的动态协同增长机

制，也是由技术进步诱发的农业生产方式、制度形式和积累体制变迁的良性结果。福特

主义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生成了规模化、机械化和专

业化的福特制农业生产方式；引发了工业与农业融合，发展出了世界农产品市场，重塑

了农业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福特主义在全球扩散中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

环。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形成需要有关部门主动作为。后发国家要形成农业高质量发

展机制，应当推进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和重塑农业产业价值链。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efPaANz8WABjmY8UCGUw2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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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4-04-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efgKAYgF0AB0WrULFKVk579.pdf

4．农村人口转变与农业强国建设
简介：建设农业强国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立足基本

国情农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本文构建了农村人口转变与

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农村常住人口总量

和结构进行预测。研究表明，到2035年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足6 000万人；到2050年

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总量与总人口之间的比值将下降到20%～22%之间，农村16～64岁劳动

力与农村总人口之间的比值将下降到50%以下。农村人口转变将影响我国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的供给、深刻改变传统的人地关系格局、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偏向路径以及加速推

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迈进。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中，要根据农村人口

总量和结构变化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数字化、

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培训体系以及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3-12-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IHzdWATxsfABvEC1cEDl4461.pdf

5．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简介：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及

其中国化理论关于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论述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具有在实践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等内涵特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加速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此，必须加大顶层布局力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

宏观指导；大力发展新产业，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发展，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筑牢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根基。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23-12-15

全文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1/Csgk0EIHy76AHxB5ABkW8bZyTzM7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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