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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7》收入的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人员2006～2007
年两年间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来的论文或研究报告。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是展示农发所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的窗口，收入文集的成果应该能代表农
发所在一个时段的整体科研水平。
为了尽力做到这一点，由农发所学术委员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编委会，编委会下设评审工作
小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7》的评审工作小组由李周、朱钢、张元红、杜志雄、陈劲松五位
编委组成。
编委会委托评审工作小组对所科研人员个人申报或研究室推荐的论文或研究报告进行严肃认真的评审
，具体做法是每篇文章安排三个人审阅，每人都写出审阅意见，然后再把三份审阅意见整合为一份综
合评审意见。
　　在2009年夏季农发所召开的2009年度上半年工作会议期间，编委会成员听取了评审工作小组的工
作汇报，共同做出了筛选决定，并委托科研处向作者转发综合评审意见，听取作者提出的反馈意见，
最后对文稿再次进行确认。
设定这样的工作程序目的就是力求使遴选出来的文章能代表农发所在一个时段的整体科研水平。
　　2001年3月，我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2》的代前言中曾提到，基础性研究是一个研究所的
根本，高质量的学术性论文是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科研水平的重要评判标准。
农发所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具有时间序列的性质，收入的又都是本所人员的科研成果，随着
时间的推移，对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中所收入科研成果“含金量”的多少及逐年变化情况进行
比较，应能回答下列问题：农发所的学术水平是否在不断地提高？
学术影响是否在不断地扩大？
科研竞争力是否在不断增强？
而这些问题又与下列问题密切相关：农发所科研人员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等每年
是增多还是减少？
退一步讲，在本所主办的两个刊物上发表的较有分量的论文、研究报告每年究竟有多少？
农发所的论文是否能在文献综述、引用，资料收集、数据处理等一系列学术规范上与国际接轨？
我们的研究是否能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
我们的有针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和建议？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7》的评审工作小组在对提交的文章进行评审后，对农发所2006
～2007年两年间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他们的总体评价：“提交的文章以思辨性文章为主，以统计数据和
二手资料为依据的研究性文章为主，以政策性和对策性的文章为主，采用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不多，质
量特别高的研究成果不多，具有开拓性影响的成果不多”。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近些年来，农发所科研人员主持和参与的课题很多，但我们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研究
报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我们所承担的课题规模和数量不相称，这说明我们的科研水平与党中央
对社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相比，与农发所自身的发展目标相比，差距还较大，这种现象应引起我
们的高度关注。
我们必须有危机意识，切不可自我感觉良好，闭门称王，结果是“关起门来我怕谁，开开门来谁怕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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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是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的窗口，
收入文集的成果能代表其在一个时段的整体科研水平。
本书收入的是从农发所科研人员2006年至2007年两年间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来的论文或研究报告。
　　本书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多为以统计数据和二手资料为依据的研究性文章，提出的对策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本书围绕新农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农村金融等主题展开研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为全国关心“三农”问题的人士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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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农村文化发展：问题与对策对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的调查与思考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
选择我国农户要素资源收入贡献的比较分析——兼论我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建立“大地之爱·母亲
水窖”项目综合影响评价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债务结构及成因分析——以甘肃和陕西两县五乡镇为例旅
游业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荔波县、团结乡和石林县的案例分析利益表达、法定秩序与社会习惯—
—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为取向的实证研究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机制与效果——以宁夏为例创
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发展现代农业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性评价烟草行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中国大
米市场价格共因子分析和谐金融与普惠金融体系小额信贷在农村信贷市场中作用的探讨公益性小额信
贷的发展方向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制度安排的症结与出路试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中国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促进政策分析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
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分析土地征收公正补偿与市场开放地权与村治模式——以广东南海的土地
留用制度为例农村宅基地制度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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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民间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有效地抵制了不健康文化的传播。
第三，民间文化大多表达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有利于舒缓现代社会给人造成的压力，使农村社区朝着
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动向　　农村文化建设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
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和方法，对于促进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我们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是改革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需要用深化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当前，影响农村文化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各级领导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农村的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工作领域，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为农村文化
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农村文化建设被放在经济发展之后，甚至把它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多数乡镇没有真正将农村文化建设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农村
文化建设缺乏制度保障；第二，在各级政府制定的乡镇干部考核体系中，没有针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考
核指标；第三，在名目繁多的农村建设项目中，农村文化建设项目极少。
　　这种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妨碍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并带来了文化基础设施年久
失修，主流文化不能牢牢占领农村文化市场，不健康的文化却在农村蔓延等现象，对农村社会和文化
发展，对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2.政府没有承担起农村文化建设应有的职责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将文化作为公共产品看待
，以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文化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结果农村文化建设不但欠下了大量新账，甚至连旧账都没有还上。
例如，全国25.9％县级剧团没有专用房屋；40.2％的县级剧团缺少设施，21.5％的县级剧场、影剧院没
有坐席；20.5％的县级剧场、影剧院无办公用房；34.8％的县级剧场、影剧院没有演（映）业务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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