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高级经济实务（农业经济）

考试大纲

考试目的和要求

测查应试人员是否具有从事高级农业经济实务的综合能力素质。要求应试人员全面了解

“三农”事业发展基础，把握国家农业农村重大战略，熟练掌握农业经济重要理论、知识框

架和业务方法，以及灵活运用相关政策法规开展农业农村相关的管理、督导、服务和研究等。

考试涉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

本科目题型设置多样，考核点复合程度较高。应试人员作答试题需要综合、灵活地应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关专业理论和政策法规，合理、深入地进行判断、分析或评价。考试涉

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范围如下：

1. 中国“三农”事业发展与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包括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发展形势，新

时代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国家质量

兴农战略。

2. 农业重要地位与农业经济重要理论。包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对国民经

济的贡献；农村公共投资理论与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理论与应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

城乡关系理论演变与应用，收入分配理论与应用。



3. 农村改革实践与探索。包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践；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

变，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实

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探索。

4. 农业生产要素与服务支撑。包括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与经营权流转

及实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与实务；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农业重点支持保护政策

与实务；农村金融与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实践。

5. 农产品市场与农业产业理论与实务。包括农产品供求理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互联网+”时代农产品市场营销策略与应用，农产品品牌建设理论与实务；农产品质量安

全概念的演变，农业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农业专业化与区

域化生产理论与实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内涵与要求；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的理论与实践。

6. 农业农村重要法律法规与实务。包括农业农村法律法规和“三农”工作实践的关系；

开展“三农”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与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与实务，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调解仲裁的法律与实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与实务；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与实务；村

民委员会自治组织的法律与实务，乡村振兴促进的法律与实务。

7. 农业农村重要政策与实务。包括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政策与实务；粮食安全全方

位保障政策与实务，种粮农民收益保障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与实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政策与实务，乡村建设行动方案与实务，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与实务。



8. 农业农村经济管理实务。包括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业企

业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业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业项目融

资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

农村集体经济统计的主要内容、方法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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