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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我国现有重要涉农法律法规；本教材涉及我国现有重要涉农法律法规，将几乎所有与农
业有关的法律规定都囊括其中；本教材结合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特点，着重阐释国家农村集体土地物
权、农村土地承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最新法律规定，对理解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保障制
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教材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采用典型案例辅之教学，在编写体例上，结合每章内容阐释，附有思考题和部分章典型案例分析，以
实现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其学习积极性的目的；本教材紧密联系我国涉农最新立法，对新近颁布的一
系列涉农法律，都进行了较为系统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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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
”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
”。
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其基础本身是天然牢固的。
恰恰相反，由于农业是一种社会效益高、生态效益大、自身比较经济效益低、高风险（自然风险、市
场风险、政策风险），再加上基础设施投资大见效慢、生产周期长且有刚性，生产分散、农民的无组
织性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属弱质性基础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机制的驱使，以盈
利为目的的投资主体往往不愿把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农业，致使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和
不利地位。
历史经验证明，一项重要改革失误，一个重要指导失误，都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大起大落，如“农业生
产形势好了削弱农业，农业生产形势差了加强农业”，农产品流通中仍然存在“多了卖不出，少了闹
大战”，农业没有起码的“人身安全”，缺乏法律的保护。
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大力扶持、增加投入和对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等政策、法律措
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对强化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可见，农村法制建设，乃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根本保证。
　　（五）农村法制建设是巩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和保障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所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各项政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农村社
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农村政策具有超乎寻常的“权威”，政策的先导作用在改革的时代尤为醒目
。
可见，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农村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由于政策灵活性大，易变性强，许多规定又比较原则，所以，即使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有效
的政策，如不用明确、具体、规范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张书记栽树，
李书记种草”的现象就难以预防，将农民承包土地强行收回或违背大多数农民意愿搞所谓的“开发区
”建设，甚至强行农民交钱交物加重负担等行为无法避免，农民和基层干部岁岁盼“红头文件”、年
年怕政策“变”的心理就很难消除，人们在发展农业上的一些短期行为也很难从根本上克服。
中发[1991]2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37条明确指出：“要尽快
把经过实践证明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可见，不实行农村法制建设，不“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农村改革成果就无法巩固，就没有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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