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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丨乡村振兴 Ｒ

业农村发展紧密结合，使得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

融合，为西北地区的发展贡献出陕西方案。

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内容

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二者有机耦合而成的互有联系、彼此

促进、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 [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

业现代化的程度决定了农村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农业是

一种产业形式，其本质是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产业形式，

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基础。农村现代化则是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引起

的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层建筑。当农

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的社会面貌、生产组织形

式、社会治理格局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而推动乡村社会不

断调整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呈现出传统乡村向现代

社会协同发展。[2]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这种转变过程表现得

尤为明显。

从产业发展理论来看，农业现代化是遵循产业发展和

演化规律的一种产业发展形态，是传统的农业通过生产方

式变革升级为现代产业的一个过程，是农业产业发展周期

的过程升级。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产业概念，其包含了基本

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及

农业教育、研发、服务等活动，[3]是一个经济概念。农村现

代化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属性，是一个社会概念，其

描述的是地区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农村现代化除了包含前

面所说的农业现代化外，还包括村容村貌、风俗文化、乡

村治理、生态环境等与人居生活相关的全面的现代化。[1]综

合来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丰富

的内涵体系，基本是由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共同组成

的一个有机体系。

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即是遵循乡村振兴战略的“五

大要求”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

关 系 入 手 ， 逐 步 提 升 机 械 化 作 业 水 平 ， 稳 步 推 进 农 机 服

务体系的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和生态文明建

设，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总体呈现出现

代化基础差、现代化发展滞后、现代化发展路径不明晰的

特点。以陕西省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各省份在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虽然具体问题有所差异，但总体上来讲所面

临的问题是相同的。本研究主要是以陕西省的数据为例，

来探究整个西部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1、陕西农业农村现代化现状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腹地，黄河中游，南北狭长，地貌

多样，处于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三个气候带，分为

黄土高原区、关中平原区、秦巴山区三大自然区，文化悠

久，生态多样，资源丰富，特色鲜明。陕西乡村人口1475.9

万，占常住人口37.3%。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0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3万家，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2万

家。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6元，比上年增加

991元，增长8.0%。其中，工资性收入5388元，增长7.2%；

经营净收入4150元，增长9.5%；财产净收入229元，增长

6.6%；转移净收入3550元，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11376元，比上年增加441元，增长4.0%。

2、数字农业发展

在 互 联 网 迅 速 发 展 的 背 景 下 ， 大 力 推 进 信 息 化 建 设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农村

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已成为我国乡村发展振兴的必然趋

势。陕西省政府与陕西电信合作共同打造数字乡村综合服

务 平 台 ， 接 入 县 级 核 心 益 农 信 息 社 6 4 个 ， 以 核 心 社 带 动

标准社、专业社协同开展服务，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合理配置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将特色农产品的仓储、运输、配送一系列物流活动与

电商平台有机融合。

3、农业现代化水平

“十三五”阶段是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重要

时期，也是陕西农业机械化进入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

升级的新时期，随着不断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政府补贴，陕

西省的农机数量和机械化作业水平显著提升，农机服务体

系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重大工程保障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使得全省农业生产能力进入了全新的机械化生产的新

阶段。

一是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升，支撑保障能力明显增

强。“十三五”末，陕西农机总动力达2358万千瓦，拥有

各类农业机械455万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70.31%，较“十二五”末增长9.08%，农业生产的机

械化水平达到了更高层次。

二 是 农 机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加 快 推 进 ， 服 务 能 力 显 著 增

强。全省共有农机户100.43万个，从业人员113.85万人，

拥有各类农机服务组织2097个，农机大户7625个，农机专

业合作社达1335个，农机服务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充分

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农机跨区作业、订单

作业、代耕代种、农田托管、股份合作等服务模式不断创

新，服务范围逐渐向农业生产全领域推进。此外，“农机

安全互助”模式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工

作更加规范，试验鉴定能力也稳步提升。

三是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省在

实施了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现代农业机械化装备技术研

发推广示范、农机社会化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农作物秸

秆机械化综合利用、保护性耕作等多项任务后，逐步落实

了农机免费管理、农机购置补贴等相关政策。区域性新机

具试验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为农业生产带来了

适应新机具200余台。稳步推进各个机械化装备的推广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