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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与霍珀先生提交给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度中北部某村庄的经济组
织》启发，徐振宇先生的《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将经济
学、管理学、社会学理论融入实证分析过程，通过对湖北省天星村葡萄业近十年的跟踪田野调查，揭
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政府的刻意扶持，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也没有通过正式的农民合作组织，
单凭一家一户的小农自身的力量，也完全能够演化出有竞争力的农业。
通过重点探究该村葡萄业的技术与市场演化，作者认为：
小农之中广泛蕴藏的企业家精神，是农业组织演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因此，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应主要由他们自己作出回答。

在农业组织演化中，小农之间商业网络和关系网络远比行政网络有效。
因此，现阶段小农之间的非正式合作非常重要。

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政府的恰当角色，不是”纠正”市场，而是设法有助于扩展和补充市场。
因此，政府应尽快在城乡之间实现机会?等，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为首要职责，切实强化农村地区的基
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投入。

该项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和动态主义，强调环境不确定性、知识不完善性、偶然
性、试错等主流经济学严重忽略的方面，强调农业的复杂性，强调农民异质性与企业家精神，可为理
解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技术扩散、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产品流通等重大问题提供另一种视角和相对完整
的素材，能为宏大叙事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提供必要补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反思价值。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
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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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振宇，男，1977年出生，湖北省公安县人。
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流通与农村组织，流通业发展与产业组织。

曾挂职任北京市宣武区委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市场学会流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核心研究人员。
在《中国农村观察》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10余篇为CSSCI收录，5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1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引，1篇为EI收录，20余篇为人大复印资料索引；在&lt;人民
日报·海外版&gt;等重要报纸发表评论文章数十篇；著有《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首
都流通业研究报告》，《北京流通产业创新报告》、（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与产业发展
）、（合作经济学）、&lt;宏观经济学&gt;等专著和教材。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和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各1项，主持政府和企业委托课题数项，入
选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学术?），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完成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北京
市教委，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数项。
获得万典武商业经济学奖和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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