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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在对4省8县1500多户农户入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对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情况和融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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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平，男，1973年2月生，山东安丘人。
经济学博士。
现任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发展。
已出版专著《金融发展中的主体行为与体系演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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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2年之后，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沿海开放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人员的社会管理方面，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农村居民的城市居留权引起重视，“暂住证”取
消，农民工的公民权利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障碍不断减少。
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有所提高，结构有所改善。
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以及1998年后开始的高校扩招，为农村子弟走出农村创造了条件。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的生产模式不同，农药、化肥、机械的广泛应用，导致农民对生产资
金的需求快速上升。
但与此同时，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导致大量机构撤出农村，农村金融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农民因土地制度制约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又因资金短缺而不能维系生产的持续性和
扩大再生产。
　　正是在上述社会、经济背景下，农业生产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外出打工收入远远超过种地收入，“种地赔钱”、“种地不可能致富”，成为很多农民的共识
，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赚取工资性收入，老幼妇孺留守农村赚取口粮，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模
式。
从2004年开始，国家逐步取消、减征农业、农村税费，并对农民种粮给予直接补贴，但由于生产资料
涨价以及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改善有限，农田抛荒、弃耕现象仍然存在。
　　新事物总是在发展过程中孕育，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以及抛荒、弃耕现象，催生了第一批种养大户
，他们通过租种别人的土地，实现规模化生产。
这一现象最终引发了关于农地流转的讨论，中国农民再一次表现了他们的智慧。
　　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逐渐对外开放，我国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在拥有更
多发展机会的同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①。
分散、孤立、小规模的组织形态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的。
中国农业在尚不具备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世界市场。
　　由于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因此，我国农业实际上存在多种不同形态的价值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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