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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改革30年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的最
终成果。
这份成果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30年历史进程、成绩、经验和问题.重点研究了农村改革背景下长江三角
洲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成就、发展现状、区域经验和普遍意义.并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村域经济转型
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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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区域经济学省重点学科负责
人，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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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双层经营”的政策含义是，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在集体经济内部分成两个经营层
次：适于个人分散劳动的生产项目由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者办起来不经济
的生产项目则统一经营。
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农村几乎所有的村域都存在着两大经济主体——农户家庭经济和村组集体经
济。
经过30年转型发展，现实中的村域市场经济主体呈现出“三足鼎立”态势。
其一，村域集体经济，即村、组两级集体成员分别对共同所有的资产及其经营收入和利益进行分配。
其中村组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资产，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沉淀
在土地中的劳动积累和基础设施，集体所有的各种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资产。
在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体制下，土地资源主要以村民小组为边界发
包、经营和管理，其他资产由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代表全体村民经营和管理。
其二，村域农户经济，包含个体户，但不包括私有或民营的法人企业。
其三，村域新经济体，指既不属于原村组集体经济，也不属于农户家庭经济的新经济联合体，比如专
业合作经济社、村民创业形成的私有民营企业，外来投资经济形成的中小股份合作制企业等。
　　把村域集体经济、农户经济和新经济体等市场主体纳入研究视野，是因为它们与村域经济转型和
工农业协调发展关系密切。
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水平，取决于村域集体经济和农产经济转型程度和新经济体发育成长状况。
村域集体经济转型发展带动村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村域集体经济壮大又依赖于农户经济
和新经济体转型发展，其中新经济体的发育与成长状况最为关键。
新经济体发育成长得越早越快，意味着村域工业化和非农化趋势越明显，经济增长越快，集体经济和
农户经济都能从中收益，村域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
　　从全国层面看，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组集体经济和农户家庭经济在所有村域都以不同
形式存在着，村组集体至少拥有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性资产，农户家庭至少拥有土地经营权、或多或
少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和经营收入，但是并不是所有村域都有新经济体存在。
一般而言，贫困型村域只有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经济主体，新经济体尚未发育或者成长缓慢；已
经解决温饱的村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新经济成分；小康型、富裕型和巨富型村域，新经济体发展壮大
，成为村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源泉。
新经济体发育和成长状况，成为我们观察村域经济转型程度、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能力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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