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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阐释和论述了我国农业基本法律制度，农业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农村土地法律制
度、农业生产安全及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农民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农业生产促进法律制度、农业资源
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以及农业法的国际化发展等基本内容；探讨了农业和农业法的基础理论问题，以
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建设用
地、种子、农药与兽药管理法律制度、动植物检疫法律制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农
产品质量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农业技术推广法律制度、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律制度、农业自然资源
保护、农村与农业环境保护、农民权利、农民工和农村妇女儿童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分析了国外农业
法律的产生与发展、WTO规则和农业协议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农业法治的发展与完善等问题。
    我国目前有关农业法律的教材十分缺乏，现有教材较为老化。
本教材与国内现有其他同类教材相比，具有以下特色：(1)全面性。
本教材涉及我国现有农业法律法规，将几乎所有与农业有关的法律规定都囊括其中。
(2)针对性。
本教材结合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特点，着重阐释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农业推广与促进、农民
权益保护的最新政策与法律规定，对理解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保障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3)实践性。
本教材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采用典型案例辅之教学，
在编写体例上，结合每章内容阐释，附有思考题和典型案例分析及知识链接，以实现启发学生思维、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的目的。
重视培养学生对农业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投入农村发展实践奠定坚实的法律知识
基础。
(4)新颖性。
本教材紧密联系我国农业最新立法，对新近颁布的一系列农业立法，如《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法律，都进行了前沿性的介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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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第一节　建立农民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第二节　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第三节　农民
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第四节　农村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　本章小结第六章　农业生产促进法律制
度　第一节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　第二节　农业技术推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促进
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第七章　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农业自然资源
保护法律制度　第三节　农村与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本章小结第八章　农业法的国际化发展　第
一节　国外农业法律制度　第二节　WTO农业规则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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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　　农业生产既受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和自然条件的
制约，又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和影响。
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生物有机体生长发育过程进行物质产品生产，农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社会生活
必需的食物和生产资料的经济再生产，同时也是生命有机体的自然再生产。
一方面，受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农业的生产类型及生产分工具有强烈的自然性和
地域性，例如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农作物类型和作物栽培方法
都不相同，区域间差异十分显著。
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及生产资料的利用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具有不一致性
。
另一方面，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和影响，人类必须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行
合理布局，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完善各项制度措施，控制和减少农业生产风险，实现农业经济
效益。
　　2.农业是一个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高风险的产业　　一方面，由于农业对自然规律和条件具有较
强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的特征及变化对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自然界的风险无时不在，农业生
产时刻面临着与自然环境和条件相适应、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境况；另一方面，农业的市场风险也无
时不在。
农业生产、流通等环节不仅易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也被多种人为因素左右，如过度开发导致
资源减少、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欠缺、农产品流通不畅等。
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见效慢的特点，农业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农业生产周期长，农
业产品大多具有鲜活性，不便运输和储藏，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高，在市场中往往处于不
利的竞争地位。
　　（二）农业的地位及作用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是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成为独立生产部门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制约。
农业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
，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原始社会，农业是社会发展的中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农业生产，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后出现了剩余产品，促使了农业
和手工业的分工，导致了商业经济的独立和发展，推动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为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生与
发展准备了基础，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又进一步推动农业和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其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原料等物质资料，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创造了
财富，提供了资本积累，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最后，农业是促进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部门中与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改造联系最密切的产业。
一方面，人类以农业经济的手段从自然界中获取丰富多样的生活及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人类在农业
生产中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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