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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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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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鉴樊胜根分析经济增长的一篇经典文章，构建一个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中国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投人要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三个重要方面，指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其实质是各种投入可以转化为现实粮食产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粮食生产的效率。
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了技术进步、宏观粮食政策及自然灾害对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和提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本书可供农业经济管理及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科研工作者、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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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无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还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指出，一个社会只有
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之后，才能开展其他的活动。
所谓生存需求，首要的当然是“吃饭问题”。
在我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粮食是人们的主食，人们的饮食习惯是不易改变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人民摄取的热量和蛋白质，3／4来源于粮食。
我国人口数量已超过13亿，粮食作为与13亿人口休戚相关的商品，其特殊性自然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是对中国农业对世界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
中国耕地资源匮乏的生动写照。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问题，涉及粮食生产、分配、贸易、消费等各个环节，
是一个包括宏观调控、储备流通、质量监测等诸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农业大国，妥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由我国的国情、粮情所决定，粮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
粮食安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1.1.2 传统的粮食安全解决思路　　国内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的解决思路具体来说主要有立足国内、
确保粮食安全和利用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粮食供给两种观点。
　　1.1.2.1 通过国际市场实现中国粮食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　　这是当前很流行的一个观点，然而这
种想法不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国家，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农
民的收入增加甚至经济增长都有好处。
但是有些出口大国常以粮食作为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各国都不愿意自己的粮食安全被其他国家控制
。
中国为了生存，自然也就不能也不愿意大量进口粮食（林毅夫，2004）。
中国人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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