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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

产区和东北振兴的重要区域，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本研究基于吉

林省2019~202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两者关系与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两者是相互促进发展的关系。此外，经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吉林省面临财政支农波动、城乡劳动力流动

失衡、机械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不匹配、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稳定财政支农机制、

优化劳动力配置、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调整产业结构等建议，期望推动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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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central 
to overcom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s a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 in China and a key region for Northeast China revitalization, Jilin Province’s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irectly impacts reg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from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this study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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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relationship and development status. The research reveals a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
ship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Further-
more, data analysis identifies challenges including fluctuations 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mbalances in urban-rural labor mobility, mismatches between mechanization and land use effi-
ciency, and suboptimal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
poses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stabilizing agricultural fiscal support mechanisms, optimizing la-
bor allocation, promoting large-scale land management, and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with 
the aim of adva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
er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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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路径。吉林省作为老工业基地与农业大省，面临人口流失、城镇化转型等压力，因此吉林省“两化”

协调发展关乎粮食安全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吉林省城镇化率在稳步提升，但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面临机械化与规模化脱节、核心劳动力缺失等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吉林省现存问题并提出

科学对策，可以促进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经济振兴。 

2.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相关概念方面众多学者进行了

讨论，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即以人为核心来发展城镇化[1]，并将概念进一步延伸，认为新

型城镇化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与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镇空间

及资源的高效利用，科学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2]。而农

业现代化是指，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农业发展模式[3]。但在新时代下，更多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是指以绿色发展为前提，通过技术创新、

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集约、绿色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4]。 
从两者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Dennis Y 对英国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农业现代化对国家 GDP 的贡

献显著，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一发现强调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对经济提振的重要

作用[5]。蒋敏在研究中指出，经过农业改革的实践可以得出，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

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6]。田俊在研究中同样也验证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能够

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揭示了“两化”协调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7]。还有学者，通过引

入熵值法–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解决传统主观赋权的偏差问题，研究证明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8]。 
针对两者相互促进的机制上，部分学者也进行了研究。James 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国家从农业农村社

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生产要素也随之流向城镇，推动更多传统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同时，城

镇化与工业的进步也会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9]。管辉在研究中发现，新型城镇化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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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提供更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及更高水平的技术手段，同时农业现代

化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劳动力与物质资源，两者能起到互促共进的作用[10]。紧接着顾雅君发现，农业

现代化发展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二者

协调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11]。这种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

调发展的机制，在谢地的研究中也进一步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能推动城市中的人才、经营理

念、管理方法及农业机械化、信息化设备进入农村，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变农民传统观念，为农民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新思路和新渠道。而农业现代化，使得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集约化经营使大量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了城镇化速度和城乡一体化进程[12]。 
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研

究。刘畅，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东北三省的发展现状，发现吉林

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略快于农业现代化，但两者协调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13]。随后，程志刚等人，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吉林省农业现代化落后于新型城镇化，从而导致了生产要素外流，反向印证了农业

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基础性作用[14]。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针对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协同发展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

脉络。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不仅涉及到了概念、两者关系以及两者协调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还涉及

到了不同研究地区、不同研究方法。然而，聚焦到吉林地区，虽然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其研究

数量相对匮乏并且研究使用的数据滞后。基于此，本文利用吉林省最新数据，针对该地区新型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关系以及现状进行分析，以期能有效推动吉林省“两化”协调发展。 

3.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3.1. 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农业现代化能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农业的发展能支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体现在农业能保

障其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农业能保障基础物价的稳定，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15]。而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能推动农业走向机械化和现代化，从而使得农业更加高效地发展，这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表 1 中的数据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第一产业呈增长态

势，总产值从 2442.73 亿元增至 3128.02 亿元。这表明在农业现代化推动下的农业生产正向高效率演进，

提升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证明农业现代化可以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支撑。 
农业现代化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丰富的劳动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农业机械、化肥等的广

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16]。这些解放出来的农民，为新型城镇化

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从表 1 中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城镇人口从 1508.40 万人增至 1514.10
万人，而乡村人口从 939.10 万人减至 825.30 万人，且城乡人口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在不断

地向城镇流动，证明农业现代化释放的劳动力，为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持。 
 
Table 1. Gross output value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urban-rur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1. 吉林省 2019~2023 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与城乡人口分布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总产值(亿元) 2442.73 2976.00 2972.32 3217.91 3128.02 

城镇人口(万人) 1508.4 1503 1505.2 1496.2 1514.1 

乡村人口(万人) 939.1 896.4 870.2 851.5 825.3 

城乡人口差距(万人) 569.3 606.6 635 644.7 688.8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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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型城镇化拉动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生产要素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城市和乡村的资源

要素自由流动，有效整合乡村发展资源，吸引人才、资源、科技等要素向乡村流动[17]。资源要素有助于

更新农业生产设备，科技要素能改进生产方式。以资金资源要素为例，从表 2 中的数据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财政支农资金的规模从 564.35 亿元增长到 618.30 亿元。期间虽有增减波动，但整体呈增长

趋势，这表明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在增强。 
新型城镇化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使农

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18]。从表 2 中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农业机械总动

力从 3656.10 万千瓦增至 4548.20 万千瓦，这表明农业机械的使用规模在不断扩大，正由传统的生产方式

向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转型。同时也说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有效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镇中会衍生出

许多新兴产业，出现大量的非农职业，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

可能通过倒逼要素替代、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途径促进农业现代化[19]。从

表 3 中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 489.61 万人减至 451.22 万人，第二、三产业

就业人数占比长期保持在 60%左右，表明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吸纳了农村

中剩余劳动力，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创造条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Table 2. Fiscal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supporting and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2. 吉林省 2019~2023 年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机械总动力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财政支农资金情况(亿元) 564.35 577.76 462.32 515.49 618.30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3656.10 3896.90 4149.10 4357.90 4548.20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workforce by industry sector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3. 吉林省 2019~2023 年各产业人口分布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第一产业(万人) 489.61 471.99 453.83 478.59 451.22 

第二、三产业合计(万人) 796.39 789.01 774.61 706.39 719.12 

总合计(万人) 1286.00 1261.00 1228.44 1184.98 1170.34 

第二、三产业占比(%) 61.93% 62.57% 63.06% 59.61% 61.45%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现状 

4.1.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现状 

对于如何衡量新型城镇化，学术界已有成熟的指标体系。学者软清颖从经济、人口、社会服务和生

态四个维度出发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20]。结合以往文献，本文从城镇人口比例、城镇经济发展以及

公共服务水平来衡量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4.1.1. 城镇人口比例现状 
人口城镇化是衡量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标，城镇人口的规模增长不仅体现了城镇人口的集聚，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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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城镇化率的提升。城镇人口数量增长，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劳动力，促使公共服务升级。从表 4 中的

数据来看，吉林省总人口在 2019~2023 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城镇人口占比却是上升的从 61.60%增至

64.70%。这证明尽管吉林省总人口呈现减少趋势，但人口仍然在向城镇集中，人口城镇化率不断地在提

升，吉林省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稳步推进。 
 
Table 4. Urban population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4. 吉林省 2019~2023 年城镇人口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总人口(万人) 2447.50 2399.40 2375.40 2347.70 2339.40 

城镇人口(万人) 1508.40 1503.00 1505.20 1496.20 1514.10 

占总人口比例(%) 61.60 62.60 63.40 63.70 64.70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1.2. 城镇经济发展现状 
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经济发展两者是互助关系。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代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实力，也是

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前提条件[21]。从表 5 中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 15.39%。

第二、三产业产值从 10439.50 亿元增长到 11886.44 亿元，且占比一直在 86%以上，说明第二、三产业是

吉林省经济的主导力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 32299.18 元增长至 37503 元，表明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时也表明，吉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 
 
Table 5.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5. 吉林省 2019~2023 年城镇经济发展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726.82 12255.98 13163.84 12818.06 13531.19 

人均 GDP (元) 47554.00 50561.00 55148.00 54279.00 57739.00 

第二、三产业产值(亿元) 10439.50 10702.94 11610.00 11128.96 11886.44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89.02% 87.33% 88.20% 86.82% 87.84%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32299.18 33396.00 35646.00 35471.00 37503.00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1.3. 公共服务水平现状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核心是“人”，本质是让城镇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水平的高

低决定着城镇化的质量。从表 6 中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从 500.53 亿元增至

535.13 亿元。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从 687.78 亿元增至 982.22 亿元。对卫生健康投入，从 281.69 亿元

增至 361.89 亿元。综合来看，吉林省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公共服务水平呈现稳步提升趋势，证明吉

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也在稳定提升。 
 
Table 6. Fiscal expenditure on public services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6. 吉林省 2019~2023 年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教育(亿元) 500.5285 526.6909 486.9574 497.8162 535.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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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保障和就业(亿元) 687.7813 818.7534 784.2412 896.8821 982.2209 

卫生健康(亿元) 281.6938 300.2032 279.7180 381.6495 361.8862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2. 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现状 

针对农业现代化的衡量，学术界也已有系统的指标体系。许晓冬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村社会

和农村生态四个方面出发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2]。结合以往文献，本文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

村社会发展三方面，衡量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4.2.1. 农业投入现状 
农业投入水平能直接反映农业生产发展的现代化程度，高水平的投入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的保证

[23]。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农业投入做支撑，农业投入的增加会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而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从表 7 中的数据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机耕面积，从 4783.20 千公顷降

至 3707.20 千公顷，减少了 22.5%。机电灌溉面积，从 1224.30 千公顷增至 1125.90 千公顷。农业机械总

动力，从 3656.10 万千瓦增至 4548.20 万千瓦，累计增幅 24.4%。总的来看，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机耕

面积下降、机电灌溉面积稳定。但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稳步提升来看，吉林省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所提

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Table 7.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7. 吉林省 2019~2023 年农业投入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机耕面积(千公顷) 4783.20 4692.20 4051.40 3755.60 3707.20 

机电灌溉面积(千公顷) 1224.30 1236.20 1118.20 1092.60 1125.90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3656.10 3896.90 4149.10 4357.90 4548.20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2.2. 农业产出效益现状 
从表 8 中吉林省的主要农产品产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谷物产量增长了 8.4%，

豆类产量增长 5.9%，蔬菜产量增长了 21.3%，水果产量增长 20.4%，而薯类产量下降了 43%，甜菜产量

下降了 46%。农业产出总计，从 4352.49 万吨增长至 4759.75 万吨，增长了 9.4%。综合来看，吉林省农

业产出效益中谷物、豆类、蔬菜和水果都表现出增长趋势，薯类、甜菜呈下降趋势，而总合计呈现出增

长趋势。这表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吉林省的农业产出效益得到了提升，但是其农业产业结构呈现

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Table 8. Agricultural output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8. 吉林省 2019~2023 年农业产出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谷物(万吨) 3769.45 3698.55 3951.64 3982.58 4086.97 

豆类(万吨) 77.04 72.82 62.56 79.94 81.59 

薯类(万吨) 31.44 31.80 25.05 18.26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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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蔬菜(万吨) 445.39 464.87 490.54 514.84 540.05 

水果(万吨) 26.25 26.46 29.05 29.21 31.60 

甜菜(万吨) 2.92 4.15 1.29 1.37 1.59 

合计(万吨) 4352.49 4298.65 4560.13 4626.2 4759.75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4.2.3. 农村社会发展现状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能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而农村社会发展可以为农业现代化发展

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表 9 中的数据可看出，吉林省 2019~2023 年农村用电量，从 41.97 亿千瓦时增

至 55.16 亿千瓦时，增长 31.4%，反映出农业生产环节中的现代化与机械化的普及，也能体现农村生活领

域水平的提升，如家电普及等。另外，农村恩格尔系数稳定维持在 30%上下，符合“富裕”阶段。这意

味着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上的支出较少，而在其他方面的支出较多，例如农业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设备的

支出。这表明农村社会在稳步发展，并且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后续发展。 
 
Table 9.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2019~2023 
表 9. 吉林省 2019~2023 年农村社会发展情况 

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时) 41.97 46.18 48.13 52.60 55.16 

农村恩格尔系数(%) 28.1 31.4 30.2 33.3 30.5 

注：参考 2024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5.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问题 

5.1. 财政支农资金波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缺乏稳定性 

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财政资金的稳定投入是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保障。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有明显的波动，2020 年资金投

入增长至 577.76 亿元，而在 2021 年猛降至 462.32 亿元，同比下降 19.9%。这种不稳定的投入方式，不

仅会阻断农业基础设施的连续建设，还会制约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从而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5.2. 城乡劳动力流动失衡，农业核心劳动力出现短缺 

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是促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中，乡村中青年劳动力逐渐流向大城市，会造成乡村空心化的现象[17]，这种乡村人口流失往往是青壮年

男性从乡村流向城市[25]。从数据来看，吉林省五年内乡村人口下降了 12.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7.8%，虽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下降，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但导致了从事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下降，整体呈现出“老龄化、低技能”的特征。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失衡，使得

农业核心劳动力出现缺乏，进而会导致农业生产难以走向机械化、现代化。 

5.3. 农业机械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不匹配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业机械化可以使农业生产更高效。但从吉林省农业机械总

动力与机耕面积的数据来看，出现了很矛盾的现象，2019~2023 年吉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了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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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机耕面积却下降 22.5%。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土地的分散经营与机械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之间的

冲突。尽管吉林省的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五年增长了 39.7%，但分散的小块耕地难以适配大型农机生产，这

就导致了机械总动力增长了，但是机耕面积却下降了。 

5.4.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会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农户对市场波动的抵抗能力。观察吉林省

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农业产出效益中谷物、蔬菜、豆类、水果保持稳定地持续增长，而薯类、甜

菜产量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43%、46%。这表明吉林省的农业产业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均

衡的发展趋势。此外，通过对各类农产品产量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主要以谷物生产为主，而其他类

型农产品发展较为薄弱，这就使得农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若市场波动较大会使得农民的收入受到

冲击。 

6. 对策及建议 

6.1. 建立稳定多元的财政支农机制，保障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经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财政支农资金的波动比较大，这种资金的大幅波动会制约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建议建立稳定多元的资金支农机制，以此来有效地保障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的

稳定发展。 
首先，可以设立农业现代化发展专项基金。吉林省政府应充分利用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机会，

将政策和资金等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农业领域，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26]。通过设立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扶持等多种专项基金，并在每年保持稳定供给或按一定比例保

持小幅增长。以此来，提供农业发展资金的稳定供给。 
其次，创新社会资本引入模式。通过税收优惠和 PPP 模式来吸引社会上的资本参与到吉林省农业现

代化的建设中来。在税收优惠方面，可以对投资吉林省现代农业重点项目的企业，给予 3 至 5 年的企业

所得税减免优惠，减免比例可根据投资规模和项目效益而定，可以设置在 10%至 30%之间。此外，吉林

省政府可以设立 PPP 项目库，将农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冷链物流中心、农业产业园建设等项

目纳入项目库中，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风险分担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以此，来引进大量

的社会资金进入。 
最后，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与管理。可以采用，针对不同类型项目采用不同资金分配方式的模

式。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建设等基础性的项目，采用按耕地面积、生产人口等因素进行分

配至县市。而针对智慧农业建设、绿色农业建设等竞争性的项目，采用专家审评、绩效考核等方式进行

分配，以此来重点扶持能显著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及增收的项目，进而来提升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利用率。 

6.2. 优化城乡劳动力配置，破解农业核心劳动力短缺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精通大数据信息技术、高新科技的专业技术人才[10]。从相关的数据可以看

出，吉林省从事农业生产的核心劳动力正在不断地向城镇流动，使得农业生产群体呈现“老龄化、低技

能”的现状。吉林省可以从政策吸引青年返乡和培养农民技能这两方面入手破局。 
一方面，积极引导乡村青年更新观念，拓宽创业思路，激励引导乡村青年为乡村发展做贡献[17]。政

府可以，出台返乡创业补贴、0 息贷款等政策，来吸引具有学历或具有专业技能的愿意返乡的青年人才。

针对能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技术服务、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等现代农业产业的青年人，达到一定的工

作年限，给予一次性的安家补贴或者每年给予一定的补贴，通过这些政策的支撑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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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可以依托高校来培养新兴职业农民，从而提升农民科技素质[26]。吉林省政府，可以与吉

林农业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等高校及优质职业院校联动，建立不同类型的培训体系。针对在乡务农

的中青年，重点培训其先进农机操作与维护、智慧农业技术应用、绿色种植养殖技术、特色农产品加工

等实操技能。针对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管理者，开展现代农业经营、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高阶培

训，以此来解决低技能化的问题。 

6.3. 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匹配度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要条件[27]。在对吉林省具体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吉林

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而机耕面积却在下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分散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的矛盾，

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原因入手。 
政府可以推出新的土地流转方式，推广“农户 + 合作社”的模式，通过具体的政策引导，以村或乡、

镇为单位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年底采用固定保底收益与分红结合的形式分配收益，

政府提供具体的注册登记、合同文本等标准化服务。以此，来整合零散的土地推动农田规模化的形成。

形成的规模化农田，可以合作社进行运营种植，也可以承包给农业企业种植，提高农业土地的利用效率。 
另外，针对小块的、无法合并成规模化的田地，可以构建区域性的农机租赁平台。由地区政府带头

牵引与农机企业、合作社进行合作，共同构建共享农机租赁平台。通过平台一方面整合区域内的农机资

源，另一方面为无法或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提供生产设备支持，保证生产效率。通过这种土地整合和农

机租赁的方式，来缓解机械化和土地利用率不适配的问题。 

6.4.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呈现出种类多样，但是产量以谷物为主的情况，从具体数据来看谷物占比最大且

连年增长，而其他几个农产品的产量呈现波动增长或连年下降的状态，总的来看吉林省的农业产业结构

不均衡，抗风险能力较弱。可以从“稳增长、补短板”的角度出发，调节农业产业结构。 
对于产量稳定增长的谷物和蔬菜等农产品，继续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并

推广优质高产粮食品种和绿色高效技术，确保产能继续稳定增长。对于产量呈现波动和下降趋势的农产

品种类，采取补短板的措施，即对种植薯类、甜菜等农产品的农户进行部分基础补贴，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与亩产量挂钩的专项补贴，当亩产超过一定产量进行现金奖励。此外，对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并且

实现亩产量或产品品质显著提升的农户也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农户尝试种植新品种进行探索。通过这

种“稳增长、补短板”的方式，来引导调节吉林省的农业产业结构，使得该地区的各种农产品产量达到

一种平衡状态，增强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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