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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农业问题》一书，是齐城同志在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研究成果的汇集。
这些成果体现出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和思考深度，以及探究现代农业问题的研究路径和实
证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集成前人，昭示来者，历久弥新。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前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追寻。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受到严峻挑战，但它穿越历史的真理之光依然给人类未来带来希
望。
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质是与时俱进，不断面对和解决新的现实问题，这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竭
动力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而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问题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共同构成当今社会的支撑体系，而现代农业则
更具有基础性。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性格局，中国经济也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国的现代农业问题，尤其是农业支持政策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
十分紧迫。
齐城同志的这部研究成果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重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中的一些前沿问题。
作者对于物质概念的层级结构、现代实践的主体性特征、非平衡结构下的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做了富
于个性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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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农业问题》一书，是齐城同志在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的汇集。
这些成果体现出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和思考深度，以及探究现代农业问题的研究路径和实
证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集成前人，昭示来者，历久弥新。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前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追寻。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受到严峻挑战，但它穿越历史的真理之光依然给人类未来带来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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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城男，河南息县人。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河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河南省信阳市委党
校兼职教授。
先后任河南省信阳地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信阳地委办公室正科级秘书、二秘科科长；信
阳地（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现任信阳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先后主编有《信阳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迈向现代农业的路径探寻》等著作；主持完成省部级委
托研究课题三项；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中州学刊》
、《郑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三项。
2009年9月被农业部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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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物质概念体系建构的科学背景和逻辑进程分析现代实践主体性的多维
特征及功能延伸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结构条件及演化动力分析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理
论蕴涵第二部分 现代农业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及应用研究中国粮食比较优势与政
策支持水平实证分析我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测定及时序分析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与供给
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目标体系建构河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农业产业化是扶贫攻坚的有效途径第三部分 学科专
题研究试论三个理性原理对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试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蕴含
的方法论启示简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及意义增强软实力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战略举措萨特存在
主义思想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溯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理论局限第四部分 招标课题研究
中国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及方法应用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第一章 导论一、中国现代农业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背景二、中国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三、国内外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及
方法四、论文的结构第二章 现代农业概念、特征和发展趋势一、现代农业概念二、现代农业特征三、
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四、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五、国外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及启示六、发展现代
农业的内在要求及重大意义七、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第三章 现
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及评价方法一、指标体系设置原则二、评价方法选择三、评价范围分析四、
指标体系设置五、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说明六、指标含义、计算方法、数据来源七、现代农业专家评价
系统的实现方法八、现代农业评价模块的实现第四章 对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总体情况的评价一、时
点的确定二、数据预处理三、评价过程的实现四、评价结果五、评价结果分析第五章 对全国各省(区
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一、时点的确定二、数据预处理三、评价过程的实现四、评价结果五
、评价结果分析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一、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二、现代农业评价体系的缺陷及完善
思路三、现代农业评价方法的应用和系统实现参考文献河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研究报告摘要第
一章 导言一、选题背景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五、主要
内容与结构安排六、主要创新点与存在不足第二章 体系现状一、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界定二、我国现代
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现状三、河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现状四、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及改革探索第三章 指标比较一、评价指标体系二、国内外比较三、产业化现状及区域布局规划第四章
架构设计一、河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基本架构二、河南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建设框架设计第
五章 支持措施一、组织保障二、资金保障三、人才保障四、条件保障五、制度保障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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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
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范畴已不是标志实物、标志原子的狭隘概念，而是包括一切客观实在的广泛
已极概念。
辩证唯物主义撇开仅为个别种类的物质所固有的具体特性，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揭示它们之
中最主要的、本质的特性，揭示出它们的客观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同时，确立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
二性；物质永恒地存在着，意识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感觉、表象、思维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的总
和，其源泉就在于物质等唯物主义原理。
列宁根据这些原理，总结恩格斯以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科学地完整地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
畴。
列宁指出，为了定义物质范畴，或定义物质，不能运用逻辑上已有的下定义的方法。
只有从物质对于意识的关系上，亦即只有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对物质的关系，才能给物
质下定义。
作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始范畴的物质，反映了最本质、最简单和确定的那些现实关系。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指出，给物质下定义，也就是重复这样一句话。
“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
在展开的物质定义中，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
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把握物质、规定物质的。
物质和意识是最普遍的哲学范畴。
列宁在对物质作最本质的规定时，首先指明了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性，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
性、派生性。
在说明世界的本源，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时，只能把物质定义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只有这样，才能堵塞用感觉、心理要素和观念等对物质进行“普遍代换”的唯心主义的任何空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农业问题>>

后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农业问题》一书，是我在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主要研究成果的集结。
选择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之路，是对自己意志力和潜能极限的挑战。
虽然这是很多同时代人孜孜以求的求学目标，但迈向知识殿堂的每一步，都充满崎岖和艰辛，它需要
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乃至身心俱损的代价才能实现。
三年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之路，实际是我三十年求学历程和研究成果的汇集和升华。
我的学习和研究之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和研究时期。
其间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科技哲学。
整理发表的代表作品有《物质概念体系建构的科学背景和逻辑进程分析》、《现代实践主体性的多维
特征及功能延伸》、《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结构条件及演化动力分析》、《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
道路问题的理论蕴涵》等。
第二阶段是十二年的区域经济和农村政策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重点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模式、传统农区劳务经济发展路径等。
主要成果是参与主持完成了《面向21世纪的信阳大别山区经济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等，获得河南省实
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第三阶段是六年多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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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农业问题》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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