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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三农首先需要准确认识三农。
　　当下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
与传统的三农相比，当今的三农可以说本质未变，而面目全非。
只有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下的三农状况，才可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
　　要准确认识三农，则需要下大力气深入实际进行田野调查。
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就提出了“实际、实证、实验”的“三实”学
术风格。
这一风格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为年轻学者所发扬。
本丛书就是中心几位年轻学者追寻农村研究先辈——吴文藻、李景汉、费孝通、张厚安等走过的路，
走向田间地头，与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现代研究工具进行分析而写成的。
此套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个案的选择方面，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
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以粮食主产区为甚，丛书选择三个村庄：河南省黄河岸边
的一个村庄、湖北省大别山麓的一个村庄、湖南省洞庭湖区的一个村庄，同时选择武汉市都市经济圈
——武汉市城乡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三个村庄反映了中部地区农户的经济生活，都市经济区域反
映了城乡一体化的情况。
“三个村庄，一个区域”可以反映或者代表中部地区农民、农村、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情况，发现当今
农村、农民的行为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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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村经济：大别山麓农民就业与增收》以249份调查问卷和实证材料为基础，从农民就业的方式
（农业就业与非农村就业）着手，将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对位于大别山南麓——山村农民
的就业与收入情况进行了考察，其中，着重考察了影响农民收入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
在此基础上，《山村经济：大别山麓农民就业与增收》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首先应建立在农民就业
方式根本性改变的基础上；其次，虽然农村和农业内部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潜力有限，但却可以通
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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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3年师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
研究院副教授。
　　独著《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参编《乡镇管理与工作方法》
，在《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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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耕地面积的影响。
虽然在组别之间存在着人均和家庭耕地面积上的不均衡，但通过分析发现，耕地面积（无论是家庭承
包耕地面积还是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民就业类型的选择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①。
不过，由于农民溢出农村，必然引起部分土地在乡间的流动，导致土地在农村内部的重新调整和分布
。
毫无疑义，这将引起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相对说来，耕种土地的面积增加了，土地上承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消费人口都减少了。
因而，研究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就再也不能以承包面积为依据了，而只能以转承包或流
动之后的实际耕地面积为依据。
据调查统计，684位劳动力中362位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2003年耕种土地总面积
为1132.178亩（其中水田778.423亩，旱地353.755亩），2004年耕种的土地面积为1157.444亩（其中水
田788.323亩，旱地369.121亩）。
关于耕地面积分布与农业就业劳动力之间关系的探讨就建立在此基础上。
　　因为收集的农业劳动力数据是以2004年为依据的，故此处只能以2004年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实际
耕种水田面积、实际耕种旱地面积为自变量，进行Backward逐步线性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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