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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之一。
农业能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一直是经济学家
们争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舒尔茨在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
》一书却独树一帜，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于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
主。
他受教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先在衣阿华州立大学任教，40年代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任教，一直
到1972年退休。
此外，舒尔茨还曾在美国政府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
兼职。
退休前为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现已去世。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
当时，农业经济隶属于农学的范围。
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他坚持按这一看法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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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
当时，农业经济隶属于农学的范围。
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他坚持按这一看法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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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分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即氏族的社会和其他类型社会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家似乎总认为，农民当然属于一种氏族社会。
但是，有许多农民是一个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即一般所说的“都市”社会的成员。
氏族社会和以传统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在把这两个范畴应用于同一社会时，它们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可以说一个氏族社会总是存在传统农业。
然而，氏族社会与传统农业并不一定一致，而且，绝不是所有的传统农业都存在于氏族社会里。
正因为这一原因，氏族社会的文化特征就不能为鉴别传统农业提供可靠的基础。
人们经常把贫穷社会中农业的弱小性归咎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与工作、节约、勤劳和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是相关联的。
人们常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进步如此微小，以及为什么特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总不成功
。
但是，一般来说，并不必去求助于这种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别，因为一种简单的经济解释就足以说明
问题了。
首先来考虑对工作的态度。
人们总是说，贫穷社会里的人民不愿意长时间辛勤地工作。
假定他们偏好空闲。
这样，与这种空闲相关的“闲暇”就应该比更多地干活才能实现的生产增加更为宝贵。
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这些民族对这种空闲的评价很高。
但是，这里没有考虑到他们缺乏长时间辛勤工作的精力，以及增加工作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低下。
这种观点的另一种变种论述了教育对受过某种教育的人从事农业体力劳动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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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造传统农业》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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