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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前沿的分工理论为线索，构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体系与创新路径。
一是通过构建“农民收入-农业效率-分工约束-产业深化”的逻辑分析框架，把握现代农业发展的宏观
背景；二是通过产业特性与分工机制的分析线索，阐明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依据；三是通过对农业基
础地位之本质与作用机理的阐释，揭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选择空间与方向；四是阐明决定现代农业发
展绩效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与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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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现代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其化解逻辑　　发展现代农业，理解农业
发展的地位与作用及其方向，必须通过“跳出农业看农业”，从整个“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进行思
考。
　　本章的目的是通过构建“农民收入一农业效率一分工约束一产业深化”的逻辑分析框架，理解“
三农”问题症结的生成机理并揭示其化解的逻辑线索，从而说明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作用。
　　1.1　分析框架与思路　　“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重视，众多
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这些探讨主要从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出发，研究各个部分的增减关系，解释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迟缓
的原因，进而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小城
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等。
这些研究成果对增加农民收入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未能从理论上解释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生成机理并揭示其化解
的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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