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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全面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开展农产品流通体
制改革，率先发展乡镇企业，较早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
产力，实现了农产品供给、农民生活、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城乡、工
农协调发展的鲜明特色，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辉煌成就，探索了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农
业现代化道路。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课题。
多年来，一批农业战线的专家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三农”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形成了大量
研究成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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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永作，首批被江苏省社科系列评审的公务员经济学研究员。
江苏南京人，少时刻苦好学，中学时老师常把其作文作为班级的范文。
1966年中学毕业时，正遇“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逆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政策，1968年被作为一名知识
青年插队到农村。
在农村七年艰苦的劳动中，不忘读书学习，煤油灯下读书是常事。
1975年跨进江苏农学院（今扬州大学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1978年大学毕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1979年，有机遇考进江苏省农林厅（今江苏省农业委员会），被分配在科教处工作至今。
其间于1994-1996年进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庾德昌导师指导下攻读农
业经济学农村产业研究生。
导师的指导，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张晓山、梁慧星、王保树等大师的授课使其终生受益。
1995年，在庾德昌导师门下参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江苏分课题。
曾在《中国农史》、《江苏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现代经济探讨》、《江苏内参》、《市县领导参阅》、《农业科技管理》等中文
类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2004年出版专著《江苏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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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篇　水灾与土地制度历史　江苏近两千年来水灾史概与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考察与
创新第二篇　制度创新探讨　农村经济结构重新布局的探索　江苏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　日本农
村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农业投资对农业波动影响的分析　江苏农业增长的轨迹及其相关要素研究
——兼论工农协调发展　江苏“三高”农业的隐忧及对策思考　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设想第三篇
　科技创新　科教兴农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　农业科技创新要为农业产业化服务　重新认
识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江苏科教兴农机制（20年）的成效与嬗变——1978—1998年第四篇　教育培训
　浅谈江苏中等农业学校专业结构改革问题　应用市场机制发展中等农业教育　江苏农业职业教育发
展历程与展望　以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增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江苏教育状况及农村劳动力培训
的综合考察第五篇　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与构建多元城镇化的研究　江苏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的调查与思考　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
比较　大城市、小城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呼唤制度创新——基于江苏城
乡收入扩大的视角第六篇　农村改革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宏观政策　统筹城乡经济和谐发展
的问题与举措　关于增加江苏农民收入的思考　江苏农村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景——1978—2008年江
苏农村经济发展分析与出路　江苏农民收入增长制度的分析研究　农业综合开发管理体制的分析与探
讨——从江苏看全国　完善农业立法加强对农业的社会贡献与价值保护第七篇　农业产业化与连锁经
营　农业产业化与资本市场　发展连锁经营开拓农村流通业——苏果超市创新案例第八篇　粮食安全
　第九篇　世界贸易组织与农业第十篇　区域比较第十一篇　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第十二篇　生态
文明与现代农业建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与农村制度创新>>

章节摘录

　　因此，修建铁路、公路作为产业和生活的基础，可解决并弥补在农村发展二、三产业的一些不利
之处。
拥有便捷高效率的各种运输工具，农村产业和市场的距离就不会形成较大的障碍。
现在日本的航空、港湾，铁路电气化、高速公路，农村家家户户的生活公路已形成点（城市）与面（
农村）的立体交通网络。
　　2.积极推广利用通讯网络和通讯手段。
日本在70年代初开始制订通讯成本合理化，改变城市和农村的交换信息的成本费用。
并利用新技术开辟通讯体系，包括计算机网络，使城乡通讯成本合理化。
城乡通讯成本合理化，从经济上讲，可缩小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由于通讯费用高而造成城乡差距，可
改变城乡信息活动中的马汰效应。
熨平信息活动中出现的城乡优势与劣势的差距，改变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
目前，日本农村经营者已很少为了收集市场消息而特意来到大城市，在农村地方就可以通过电子计算
机及电话，传真机来经商和获取信息。
　　3.政策与措施上力求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
从考察的日本农村经济及设在农村的二、三产业来看，由于日本农政部门及地方政策在资金、技术上
、农民收入上给予大力支持和补贴，在经营管理上予以指导，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健康成长
。
使农村与农业经营者同城市劳动者收入差距缩小，农民与城市工人的收入比，1967年为87％，1971年
为6l9／6，1998年为91％。
这样激活了农村地方经济，也使农民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使农村、农业为社会提供新鲜美味的农产品
，又为城市市民提供休闲旅游的空间。
　　4.重视生产投资与基础投资。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小城镇建设，不追求外表的豪华与气派，重点放在实用上。
对农村经济发展，重点追加基础投资，扩建设施农业，增加生产投资；减少非生产性投资的经济浪费
现象，这是农村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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