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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利国的本书在论述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以及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生态农业方面重点探讨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发展
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与威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生态(安全
)农产品发展的长效机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生态农业发展典型县——武宁县进行了剖析。
在农村发展方面重点探讨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农产品生产演变情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民人均
纯收入演变情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演变情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社会保障情
况。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生态学等专业及相近专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作为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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