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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户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依托的相对独立的最小空间—
—是一个重要经济活动载体。
在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根据实地调查的大量农户数据，从全国、沿海发达区、省
城、县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对村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型式进行了多方位剖析与总结，从点、面等不同视角
分析了村庄选址、外出务工、商业活动、农业活动、居住空间的区位特征，认为制度条件、村域所处
环境、精英文化等是形成不同村域经济模式的内在机理，体现于村域自主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最后
指出中国村域经济的发展走势，并提出引导中国村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本书可供从事经济地理、农村经济等专业科研人员和关发展的相关人员及一些实践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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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自古都是农业大国，农业占重要地位，农民是重要的经济活
动主体，其依托的相对独立的最小空间单元——村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载休（费孝通，2005）。
新中国成立后，在片面推行工业化战略和实行城乡分割体制条件下，中国城乡发展处于严重的失衡状
态，如产业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结构、收入消费、城市化进程等（周叔莲等，1996）。
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宽松的乡镇企业发展环境等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
使城乡间生产要素、市场结构、收入消费水平等在早期呈现出一定的缓和趋向，但失衡态势在后期仍
占主导作用，旧有的城乡二分法必须让位于连续体（张小林，1997）。
在世纪交替之际，国家十分强调农村经济建设，认为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所在，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马凯，2004）。
　　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策略受“非均衡发展”思想的影响，首先实施东部率先发展的倾斜政策
；2000年政府又正式出台了有关“西部大开发”的统一政策措施；2002年，对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
实行“振兴东北”等政策倾斜；2004年，长期被忽视的中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中央关注。
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中，有学者提出城市群发展思路（方创琳等，2005），而实际上城市群所
占的地域不大，相反，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仍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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