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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浙江农作制度创新研究与实践的论文56篇，分导论、综论、专论和泛论四部分编排。
导论是从大农业观点，在宏观理论层面，对农作制度创新进行引导性论述；综论是从中观农业的角度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农作制度创新进行综合性论述；专论是就农作制度创新的五种类型，从
微观上分专题进行论述；泛论是就农作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方法和经验进行论述。
浙江省通过农作制度创新的探索与实践，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促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发挥了很好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本书亦可供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管理部门和农技推广人员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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