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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经济管理问题错综复杂。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肩负着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发展规律并寻求解决方略的责任和使命，在众多的学科中
具有相对独立而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挂靠在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土地管理
学院。
长期以来，学科点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科学研究和服务于农业经济发展为
己任，紧紧围绕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21世纪
以来，先后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3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项，产出了一大批优
秀的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励35项，丰富了我国农业经济理论，并为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学科点加大了资源整合力度，进一步凝练了学科方向，集中围绕“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农产品贸易与营销”、“土地资源与经济”和“农业产业与农村发展”等研究领域开展了系统
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将农业经济理论与农民、农业和农村实际紧密联系，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
依托挂靠在经济管理学院和土地管理学院的国家现代农业柑橘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国
家现代农业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国家现代农业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
能研究室和国家现代农业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等四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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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转型的视角，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为理论框架，以生产前沿面方法为实证框架，注重从公认
的经济学范式出发，借助较先进的分析工具，由表及里，探讨转型期中国农业生产率特征的形成机理
和未来政策取向。
研究内容包括农业的资源要素利用特征、生产率增长的时空演变模式、行业基础和增长因素分析等。
全书从微观家庭禀赋、宏观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及可行能力方法的角度深入探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
农民福祉的具体政策选择，为深入理解转型期中国是如何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依据。
    本书可供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农业经济管理科研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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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折纯量）计算，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
肥等。
同样正如图2-3指出，耕地亩均狭义农业总产值在1995～1996年间出现的“折点”问题完全是人为统计
数据调整所导致的，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相笑指标在总体变动趋势上的判断。
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度量来进行补充说明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中闯农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其中t996～2005年耕地面积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同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数据成果的公报”.1 996年数据为1996年10月31口时点数　　从总体情况看，单要素生产率增长
以及资源利用特征与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特征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动态比较优势）有关。
相对于较缺乏弹性的传统生产要素而言，农业部门对现代工业投入品的反应能力是产出增长的关键。
农业单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与整个知识进步和工业化进程相关，这种工业化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新的
经济机会，但是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进步的发生并非没有成本，也不会自动发生，其中特别需要政府
部门的主观能动作用，包括公共财政体系的覆盖。
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给全社会整体消费者增加了福利，并非完全由农业部门保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局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我们没有对资本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进行
讨论。
来自蒙德拉克（2004）对Crego等（1998）所构建的世界58个国家的农业资本序列数据研究表明，农业
的要素密集度测度虽然显示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其固定资本一产出比率一直是上升的，显示了农
业在较长时期内所经历的资本深化（capltal deepening）过程，总体上朝着资本更加密集的技术方向发
展，而且这一过程大大超过了总体宏观经济的资本深化过程。
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农业发展经历的农业机械化加速、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等过程，能
否初步判断认为中国农业发展也经历了适当程度的资本深化过程。
诚然，这一假设还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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