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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农经理论向纵深发展的五大障碍》和《加强农村发展的宏观背景研究
》等文章中，就表达过对于“部门经济学”的观点。
我认为，经济学只有一门，所谓“部门经济学”其实不过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某个特殊的经济
现象进行的研究。
部分是受这个认识的影响，部分或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即乐于探讨新鲜的事物，再加上我工作安排上
的因素，我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和经历跨度较大，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以农业经济学、经济发
展改革理论与经验、地区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以及人口与劳动经济学为研究重点。
但在时间上每个阶段是交叉的，所以也应该说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
　　第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三农问题。
从1983年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我就关注农村经济改革的新动向，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就家庭
承包制的生命力问题、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买难卖难因何产生、如何解决等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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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农经理论向纵深发展的五大障碍》和《加强农村发展的宏观背景研究
》等文章中，就表达过对于“部门经济学”的观点。
我认为，经济学只有一门，所谓“部门经济学”其实不过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某个特殊的经济
现象进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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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农业、农村、农民　农村发展不平衡的实证分析与战略思考　　一、世纪年代以来农村发展不
平衡的趋势　　二、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发展不平衡的演变轨迹　　三、从发展战略角度探讨农村区域
平衡发展机制　　四、中国农村区域发展差异的因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农业保护政策：国际经
验与中国现实　　一、农业保护政策的由来　　二、中国比较优势和政策环境的变化　　三、不完全
保护的“非帕累托性质”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农民增收　　一、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农民收入增长
　　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宏观经济因素　　三、结论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一、新农村建设是对于经济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运用　　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建设新农
村的时机和条件　　三、建设新农村就是要形成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学分析　　一、含义和内容　　二、时机与条件　　三、途径与措施　　
四、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　　一、引言　
　二、农村非农就业的扩大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年龄结构　　四、其他“三农”问题的重新
考察　　五、结语和政策含义　　刘易斯转折后的农业发展政策选择　　一、引言　　二、转折点上
的农业阶段特征　　三、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性质　　四、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　　五、粮食
比较优势与价格激励　　六、结语　　中国“三农”政策的年经验与教训　　一、中国特色的城乡关
系政治经济学　　二、年以来的“三农”政策改革　　三、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　　四、“三农”政
策新方向和重点改革领域第二篇 人口、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一、改革
前后的户籍制度　　二、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制度原因　　三、粮食、就业与迁移数量决定　　四、
城市政府悖论：户籍改革还是就业保护　　五、总结和政策含义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
检验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　　一、引言　　二、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与迁移决策：理论模型　　三、
贫困农村的迁移决策：数据与检验　　四、劳动力迁移、农民收入和政府政策　　作为市场化的人口
流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一、引言　　二、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三、空间分布特征
变化　　四、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五、结论　　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向　　一
、引言　　二、人转变、人口红利和增长源泉　　三、人口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　　四、人口转型的
增长效应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　　一、人口
转变与老龄化趋势　　二、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径和方向　　三、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脆弱性　　
四、向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障模式过渡　　五、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轻养老压力　　六、利用家庭养老传
统补充社会养老资源的不足　　七、政策建议总结　　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　　
一、引言　　二、劳动参与率怎样对劳动力市场状况做出反应　　三、哪些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为什
么　　四、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决定因素　　五、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含义　　中国需
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一、劳动力市场与就业促进　　二、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三、劳
动力市场模式选择　　四、结论和讨论　⋯⋯第三篇 从GDP增长到人文发展第四篇 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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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既然对农业征税的政策和对农业进行保护的政策都是扭曲的政策，其对于农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固然会在短期内或表面上达到某种政策初衷，如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了从农业转移资源的目的，在发达
国家达到了保护农民收入的目的，但归根结底会伤害国内的农业发展，也会造成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后
果。
　　政策不是中性的，即不会是对所有人、所有集团一视同仁的。
因此，预期会受到一种政策影响的个人或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影响政策的制定，目的是使政府选择的政
策对自己有利。
哪些人或哪些集团最终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大，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地位。
具体到农业政策的选择，与之相关的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
民，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即农产品消费者。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在实施一项政策或取消一项政策时，是如何权衡得失
的。
在经济学中，政府或政府的人格化代表政治家（官员）也是与生产者、消费者等相同的一个经济当事
人，也有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目标。
政治家或决策人所提供的服务是政策等公共产品，只有在其职位上，他或她才能实际提供这种服务。
所以政治家或决策者的利益目标是执政机会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得到人民或社会的支持，使自己的在
位时间尽可能地长。
对于这个利益目标来说，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可能起积极的作用，可以视作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的收益
，但某些政策可能对其利益目标起消极的作用，则构成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的成本。
显然，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政治家力图提供这样的政策，使其政治成本最小，而政治收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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