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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是论述农业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之间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
通过发展中部地区农业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农业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除导论外，共分为九章，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地位
和作用，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政策框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农业
科技进步与中部地区农业发展，乡镇企业与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农民收入与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农产
品加工与中部地区农业发展，中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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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兴，百业兴；农业稳，全局稳”，
“民以食为天”，而且在全国13亿多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
这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其状况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
安全。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农业GDP在
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农村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乡村劳动力占全
国劳动力的比重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基于此，农业究竟是否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何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问
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人甚至认为农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改变传统的以农业为
基础的指导思想，按市场竞争原则，优先发展那些经济效益高的产业。
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地
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它对于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是不以工业化实现而改变、不以科学技术发展而改变的客观规律。
这是由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的，即农业生产就是利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把自然界的生物等物
质转化为人类自身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这个特征决定了农业在社会发展中
的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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