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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耕文明孕育了文明的人类，农业资源支撑着人类的发展。
但是，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伴随着资源的新旧更替，农业文明逐渐被其他文明所取代。
形成农业文明的资源禀赋逐渐被以附加值度量的其他资源远远抛至身后而望尘莫及。
原本纯朴、自然的农业，由于技术的进步，又被人类加进了许多诸如“转基因”、“高效”等人为成
分。
人类在接受其带来的些许福祉的同时，又本能地排斥其非自然的特性。
然而，无论其他产业如何发展，农业作为哺育人类生长这一基础性产业的战略地位仍无可替代。
在地球上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业的发展、农业从业人员的富裕和区域的繁荣仍然是相关政
府和民众光辉灿烂的奋斗前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中部地区则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和劳动力富集区。
中部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面积87.12万km2，约占全国的9.1％，但总人口3.38亿，
约占全国的25.6％；其中，农村人口约2.15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9.5 9／6和中部地区总人口63.6％。
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2007年，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15935.3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1.8％，农业
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6.1％，远远高于11.3％的全国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近几十年来，中部地区的发展并未受到很好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特殊的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又促进了西部地区快速发展。
之后，在“振兴东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调整与改造得到中央的重点支持。
而中部地区却游离于国家战略的重点之外，在全国总体经济格局中的位次不断后移。
2004年，长期被忽视的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引起了中央关注。
中央明确提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
由于中部地区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农区的发展直接影响和决定中部地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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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二章：第1章，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揭示研究中部农区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第2章，在界定中部农区的概念与范
围的基础上，分析中部农区的发展环境，揭示中部农区发展的优势与障碍；第3章，分析中部农区的
经济发展阶段，并从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层面阐述中部农区的发展进程；第4章，从省
域、市域和县域三个层面分析中部农区经济发展差异；第5章，在阐述专业村对中部农区特殊作用的
基础上，分析专业村的形成机理，并对专业村进行类型划分；第6章，阐述中部农区城镇化的特征和
城镇化对中部农区发展的影响，分析城镇化带动型农区的发展特征并用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第7章，
阐述中部农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及其对中部农区的影响，分析工业化带动型中部农区发展特征并
用相关典型案例进行佐证；第8章，阐述中部农区农业产业化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农业产业化对农户、
农业和农区的影响，分析农业产业化作用下的农区发展特征和农业产业化带动农区发展的案例；第9
章，论述全球化的新近趋势和全球化对中部农区的影响，分析全球化作用下中部农区的发展特征和全
球化带动农区发展的案例；第10章，阐述中部农区发展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划分农区发展的环境类型
区，分析农区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并实证分析农区发展环境与模式的相互作用；第11章，在阐述农区组
织、产业和空间演化方向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网络和农区的协同演化机理；第12章，分析农区发展
中的主要问题，在理清农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进行农区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区发展的保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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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质上，从农区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发展过程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要通过城
镇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相互作用来实现。
而农村地区发展受两种城镇化、工业化的影响：大城市及其工业外部拓展和农村依靠内力实现本地城
镇化和工业化。
因此，农区的发展差别实质上是内、外力结合方式不同。
有的农区发展更多的依靠外力，有的更多的依靠内力，或者两者的结合，但内外力作用不同。
所以，农村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虽然千变万化，不拘一格，但模式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一样的。
总之，中国的农区发展不能单独强调外力或内力，而是要走一条农村外部工业推动、都市吸引，农村
内部自主建设的“外推”和“内发”相结合的道路（于乐锋，2007）。
　　1.3.1.2 强调农户在农区发展中的作用　　农户是农村和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农区其他组织形
成的基础，单一农户及其相互间关系或组合都影响着农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农区的发展必须强调农户的作用，关注农户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对外部影响的反应能力。
　　1）农户与农区的关系　　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农村地区，与农户关系十
分密切。
从聚落类型的角度，农村地区为村庄及其周围地区的集合。
农户作为村庄内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活动单元，是农区其他组织形成的基础。
在不同地区，由于农业地位不同，农户与农村之间关系亦有所不同。
比如，在纯农业地区，由于目前农业生产型企业并不发育，农业生产以农户为经营单位。
在非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但农业仍占主要地位的农业地区，尽管基于农村的企业也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出现，但农户仍然为农区的主要经营单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农区的非农业活动逐步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这时，农户的地位仍然很重要。
一方面，它们仍在农业经营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非农业（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经营
中，也有一些以家庭为主要单元。
只是由于其他经营单元的发展，农户的重要作用会有所下降。
　　2）农户与农区经济发展　　由于农户是农区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基本单元，农户的状况与农区
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
就单一农户而论，不同的决策能力和家庭人员素质，影响农户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利用，从而决
定着农户竞争力的高低。
基于地方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积淀，对根植于此的农户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农户经济活动的不同区位选择，也影响农户所在地区及其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
　　不仅单一农户状况影响农区经济发展，农户之间的关系及组合也影响农区总体经济实力的增衰。
比如，与企业活动一样，农户经济活动也具有外在性。
这种正、负的外在性，影响当地的农户发展环境及其他农户的行为。
基于正式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形成的农户群或农户合作组织，在信息共享、资金流动、市场拓展、劳动
力使用等方面为农户提供了发展便利，对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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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内外力相互耦合共同推动中部农区发展为主线，在对中部农区发展的基本背景、历史进程
及区域差异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专业村发展、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
全球化等内外力因素对中部农区发展的影响，分析了中部农区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探讨了中部农
区的发展演化方向。
最后，针对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中部农区的总体发展思路和具体保障措施。
　　本书可供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农村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的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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