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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建国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目前我国农村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30年的实践，这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相比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随
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暴露出许多弊端：诸如土地资源的浪费、
抛荒，农业资金投入短缺，难以形成规模经营，限制先进生产技术水平的应用等问题逐步呈现，加强
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研究，是提升我国农业综合发展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
内容。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解决好“三农”问题
，对于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
本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构建民营农场制度是建立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具体而
言，构建民营农场制度可以解决现行土地分散经营产生的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
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走与国际化接轨之路；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推动商
品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我国工业化水平；吸引资金向农业领域流动，解决农
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以起到典型示范作用，便于全国推广；实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理论上
的重大突破。
　　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突破了理论界研究仅限于对农业生产问题的现象描
述，确立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为民营农场制度的观点；　　2.突破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实行单一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民营农场制度更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观点；　　3.突破了现行农业生产组
织形式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确立了推行民营农场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观点。
　　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　　“三农”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加强对“
三农”问题的研究也受到国家和理论界的长期关注，没有农村的富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难以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难以形成。
　　在过去理论界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了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缺陷，并提出应实行农
业企业化和集约化运营模式，但对究竟以何种具体方式经营我国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如何构
建，没有明确的目标；本书通过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与前期研究相比较，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更
加具体化，并将民营农场的模式细化，将民营农场的构建理论系统化，填补了我国理论界对该问题研
究的盲区，为今后加强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研究为我国农业生产在新形势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同时提出要提升我国农业
的综合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进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即构建我国民营农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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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土地流转构建我国民营农场制度研究》突破了理论界研究仅限于对农业生产问题的现象描述，
确立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为民营农场制度的观点；突破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实行单一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确立了民营农场制度更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观点；突破了现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对生产力的
推动作用，确立了推行民营农场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观点。
    《基于土地流转构建我国民营农场制度研究》的研究为我国农业生产在新形势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
指明了方向，同时提出要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进行农业生产组织形
式的创新，即构建我国民营农场制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土地流转构建我国民营农场>>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现行土地经营方式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  一、现代农业的特征  二、我国农业现
代化面临的种种制约  三、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瓶颈  四、小结第二部分 民营农
场是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的现实选择  一、土地公有集中经营的两种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二、土地私有
集中经营在中国行不通  三、创新土地公有集中经营方式，建立中国特色民营农场制度  四、小结第三
部分 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适度集中  一、我国土地流转的模式与趋势  二、加快农地流转  三、我
国土地流转不顺探因  四、加强政府引导，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建设  五、小结第四部分 国外现代农业发
展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基于构建我国民营农场制度的考察  一、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
示  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三、国外农业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四、小结第五部分 
构建中国特色民营农场制度  一、构建民营农场制度是我国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的现实选择  二、构建我
国民营农场制度的现实基础  三、积极创造民营农场发展条件  四、构建中国特色民营农场制度  五、构
建民营农场制度的重要价值  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民营农场制度建设  七、小结第六部分 中国特色民
营农场相关问题与效应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  二、民营农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
形式  三、中国特色民营农场制度的效应分析  四、小结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土地流转构建我国民营农场>>

章节摘录

　　（四）先进科技广泛应用　　先进的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19世纪中叶，农业化学技术得到发展，欧洲率先突破只施用有机肥的传统，开始大量使用化肥；20世
纪中叶，部分国家进行了以杂交玉米、杂交小麦、杂交水稻为主的“绿色革命”；之后生物技术和信
息技术也逐步渗透到农业种植资源、动植物育种、作物栽培、畜禽饲养、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等各个
领域，农业科研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农业的可控程度大大提高
，出现了“精确农业”等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农业增产的60％～80％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
与科技运用相适应，农业劳动者素质也得到普遍提高，先进的科技不断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正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五）产业体系日臻完善　　具备完善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与现代生产手段、生产技术相适应，农业发展突破了传统的产加销脱节、部门相互割裂、城乡界限明
显等局限，普遍通过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带农户（家庭农场）等生产组织形式，使农产品的种养加
、产供销各环节走向一体化，农业与工业、商业、金融、科技等不同领域相互融合，城乡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大大延伸，农产品市场半径大为拓展，农业内涵大为拓宽，农工商的结合更加
紧密，逐步形成了农业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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