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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学术研究年度报
告选集的第18期。
该报告共收集了本所研究人员在2008年度完成的部分研究报告和论文，共36篇。
《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收录了全所科研人员的部分科研成果，作为本所年度科研工作的组成部
分，每年出版一本，形成学术报告系列，这对总结科研工作、交流学术观点、提供政策咨询具有重要
的作用。
　　2008年，在中国农科院和上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农经所科研条件得到极大地改善，在院“三
个中心、一个基地”的战略目标指引下，通过优化科研布局、调整学科结构、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完
成了年初预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研究进展顺利，取得系列成果。
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组织开展了多项实地调研，其中有7篇调研报告及建议得
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研究所承担的世行第四期技术合作项目“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开放实验室”，通过了院
评估，被命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重点开放实验室”。
研究所50周年庆典圆满完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集收录的研究报告，分别就农村合作经济、粮食生产与供给、新农村建设等诸多领域，分析
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新意的观点和结论，值得一读。
     为方便交流与阅读，每篇研究报告的题目和作者姓名均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论文和报告附有中英
文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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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农业发展新模式：龙头企业带动 农民合作组织跟进——内蒙古太仆寺旗马铃薯产业发展调研基于
比较优势的两岸农业分工合作社组织特征的理论分析江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发展现状与方
向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市场导向下大陆粮食生产供需比较及其发展潜力分析新形势下我
国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问题研究省县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单位体制评估与改革对策农户采纳节水灌溉
技术影响因素研究相关标准对我国小麦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首都信息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法
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东亚加工食品贸易互补性分析低食物自给率下日本朝野的不安
全感与应对措施国外转基因玉米商业化概况及启示”澳大利亚的资源环境管理与农业环境保护我国生
猪生产和价格波动的规律分析我国草食家畜与其他畜禽生产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小规模奶牛养殖农户生
产效率分析与政策建议我国生鲜蔬果流通中批发市场的整合性检验农业上市公司经济绩效影响因素的
实证分析——来自42家农业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分析金字塔结构、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来自于中
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内蒙古半干旱地区牧业发展和牧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吉林省玉米生产农户经营行
为的研究休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探索新型经济组织背景下的融资制度，
推动农村金融成长北京市主要农作物保险费率的模拟研究农户借贷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河北省435个农户为例湖南省永顺县农户沼气设施建设的实证研究中国的农业污染区划与防治对策
——以湖南永顺和河北围场为例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的新途径：点源一非点源交易中国农业源温室气
体排放(水稻田、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减排政策的选择重庆农村低保制度的覆盖问题——基于重
庆市武隆县的个案分析关于城乡社会保障若干新情况新需求的思考——以海南省三亚市为例中国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小学生缺铁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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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市场经济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龙头企业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亮点。
企业一头联结市场，一头联结农户，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引导企业，企业再带动农户进行专业化生产
，农户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产品原料，从而实现变无组织的分散经营为与市场相连接的有组织的规模经
营。
可以预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方向。
　　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多形式、多途径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的链接程度、政策扶持和农民教育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1．抓好利益联结。
大力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大力发展按利润返还的合作制
农业产业化形式，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定单、合同、按劳、按股分红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政府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对龙头企业进行专项支持，强化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
。
对与龙头企业建立紧密性联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提供的原料商品量给予收购价格补贴，对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提供购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流动资金贷款实行贴息补助，对与龙头企业对接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实行启动经费补贴的优惠政策，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2．制定财政扶持政策。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解决了生产、销售环节中一些常规性问题，要把合作社做大做强，带动农民
共同致富，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农民资金有限，靠龙头企业垫付也不现实，必须制定相应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支持政策。
建议放宽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担保，对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由合作社集体购买的，银行可以凭借与
龙头企业签订的收购合同向合作社发放贷款，产品收购后由合作社统一偿还。
这样，银行可以降低贷款风险，同时也可以缓解龙头企业的资金压力。
　　3．加强对农村能人、大户及领头人的培养和农民合作思想的教育与宣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素质，尤其是关键成员的素质。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步伐，重视对农村中的能人、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的培养。
在农村中有针对性地培养有一定潜力的人才，开展经营管理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培训。
同时要加强对农民合作思想的教育、宣传与培训，开展系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工作，造就一批具
有合作意识和生产技能，社会责任感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办人群体和农民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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