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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农户视角的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机制与对策》采用定性分析、统计
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了关于生态环保意识、农村
污染现状、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调查，在全面介绍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的基础
上，就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户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意愿、行为状况、特征、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
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机制体系和对策建议，以期为
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农户视角的东北粮食主产区>>

作者简介

　　于善波，1969年生，黑龙江佳木斯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佳木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佳木斯大学“国际化复合型与经管类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负责人，黑龙江省首届教学管理质量奖获得者。
兼任黑龙江省管理学学会理事、黑龙江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
集群与企业网络化成长、企业战略管理。
先后主持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项目2项，省新世纪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项，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
育部重大课题子课题1项；在国内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编教材6部；获黑龙江省优秀
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1项，黑龙江省管理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三
等奖1项，佳木斯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佳木斯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1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农户视角的东北粮食主产区>>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
1.1.2 东北粮食主产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1.1.3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污染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1.3.2 国内研究现状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1.4.1 研究内容
1.4.2 研究框架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5.1 研究方法
1.5.2 技术路线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2.1 相关概念
2.1.1 农户响应
2.1.2 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2.2 农村循环经济理论
2.2.1 循环经济基础理论
2.2.2 农村循环经济
2.3 行为经济学理论
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国内外经验及其借鉴
3.1 国外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经验简析
3.1.1 美国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1.2 欧盟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1.3 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2 国内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经验
3.2.1 浙江省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2.2 福建省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2.3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3.3 对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启示
3.3.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是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必要保障
3.3.2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制创新是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措施
3.3.3 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根本动力
3.3.4 农业科技进步是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途径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分析
4.1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
4.1.1 粮食单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农户视角的东北粮食主产区>>

4.1.2 人均绿色GDP
4.1.3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
4.1.4 农户承灾力
4.1.5 水资源压力指数
4.2 对农户的生态环境管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分析
4.2.1 农户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和行为调查
4.2.2 农户对农村环境污染态度分析
4.2.3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态度和行为状况调查
4.3 农户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态度的特点分析
4.3.1 农户环境保护意识的特点分析
4.3.2 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行为的机理分析
4.4 农户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现状态度的问题分析
4.4.1 农户环保意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4.4.2 农村环境污染根源分析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创新
第6章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支撑体系
第7章 基于农户响应的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模型构建
第8章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保障措施
结论
附录 农户生态环境管理的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农户视角的东北粮食主产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提高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效率，必须以一定量的资金作为支持
。
但是，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
，功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市场配置的资源功
能无法完全发挥，多渠道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体系也无法建立。
因此，政府必然成了农村环境保护的投资主体。
然而，东北粮食主产区政府目前的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
 同时还应注意到，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东北粮食主产区
的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
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东北粮食主产区的环保投入不足已严重制约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保事业的发展，许多改善环境质
量的措施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环保工程得不到落实。
 另外，由于东北粮食主产区管理的技术手段落后，缺乏有效的环境资源价值与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导
致农村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生产出最大的环境效益。
目前，东北粮食主产区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
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
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能行之有效的
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
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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