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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对农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等进行了全面审视。
并从农业特点出发对农民的特点、农业组织的形式与发展趋势、农业文化的功能与保存等问题进行了
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政府的农业责任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是目前中国第一本农业社会学著作。
　　“农户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矛盾吗？
”“为什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能给农民带来普遍收益？
”“为什么规模经营不能取代政府的补贴？
”“为什么农民不能靠农业科技普遍致富？
”“为什么工业要反哺农业？
”农业社会学试图解释这一系列问题。
在价值取向上，本书主张破除对农业和农村的偏见，发现农业的趣味和乡村的魅力，培养人们对农业
的科学认识和对农业、农村的兴趣与感情，激发公众关爱农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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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社会学系主任，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兼任北京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特邀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研究方向：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90余篇。
主要论著有《中国小城镇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农民技术教育研究》、《中国
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农村社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报告》、《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论新农村的特点与新农村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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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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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农业认识的发展　　（一）农业发展阶段　　（二）对农业的认识　　（三）对农业性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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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及其应用第五章 农业文化第六章 农业与农民第七章 农业组织第八章 农业问题第九章 农业制
度与政策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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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对象及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社会学对农业问题的探讨　　（三）农村土地制度
的探讨　　关于土地制度的探讨是农业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基础。
1980年代实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有着还原农业家庭经营最优的经营特征和适应农
业产业特征的内在本质规定。
1984～2000年，是对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正绩效研究评价集中时期。
此时国内外学者对制度的绩效评价是一致的称赞与肯定的，主要从制度产生的结果来看：结束了中国
长期农产品短缺历史、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
理论界认为土地使用权回归于农民，激发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水平，体现了
制度的效率与公平；家庭承包经营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及其体制下的劳动监督和激励不足
问题，使即将陷入崩溃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该制度适合农业生产特
点，有利于农民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生产，激活了农村沉睡多年的生产力，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解
决了集体统一经营时期劳动过程中的“搭便车”和监督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增长，有利于
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等等。
　　1993年国家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
度写入宪法。
同年，党中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
护。
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农
村土地，承包期至少30年。
延长土地承包期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原先模糊的产权主体明确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以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实现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耕地的保
护，防止耕地的流失。
但是延长土地承包期本身又引发人们对公平与效率、变与不变等内在矛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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