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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
实问题。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联模式》所提出的“农联模式”在同现行的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比较的基
础上，体现了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创新的新模式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是农村经济改革
与发展的新思路。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联模式》通过“农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的构建，探索在农村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践与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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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祥松（1957.10-），男，湖北省赤壁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宏观经济教
育学会常务理事和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在《求是》、《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学报》等70余种刊物上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主编教材1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省部级课题6项：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多项。
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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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三农”问题及其再认识第一节 我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一、我国“三农”问题的简
要回顾二、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第二节 “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一、二元发展战略是“三农
”问题的政治根源二、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三、二元财税体制是“三农”问题的
经济根源四、农村中一系列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五、城乡政策的差异是“三农”问题
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六、县乡机构膨胀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第三节 “三农”问题的
再认识一、对“三农”关系的认识二、对解决农业问题的认识三、对解决农村问题的认识四、对解决
农民问题的认识第二章 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内涵和特征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和意义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和目标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一、“三农”问题
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二、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第三章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
第一节 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的回顾一、解放战争至土改时期（1947—1957）二、集体经济时期（1958
—1979）三、改革开放初的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变化（1979—1985）四、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新变化
（1985—现在）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关系一、问题的提出二、我国农村经济组织
的组织体系与发展局限三、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四、新农村建设要求重构
农村经济组织第三节 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原则和目标一、农村经济组织的定义和内涵二、我国农村经
济组织创新的基本原则三、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目标四、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演进与模式选择第
四章 “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第一节 “农联模式”概述一、“农联模式”的提出二、“农联模式
”的基本原则三、“农联”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第二节 “农联模式”基本框架一、区县（市
）政府改组和职能的再定位二、乡（镇）级政府的改革三、农联的构建及治理结构设计第三节 “农联
模式”运行机制一、“农联”组织管理形式二、“农联”的经营机制与运作三、“农联”生产运行机
制四、“农联”流通运行机制第五章 “农联模式”同农村经济组织的比较与创新第一节 现阶段农村
经济组织的典型模式一、市场驱动型组织模式二、基地（大户）带动型组织模式三、合作经济组织联
动型模式四、专业协会推动型组织模式五、股份合作型组织模式第二节 “农联模式”与现行农村经济
组织的比较一、组织构架的比较二、组织特征的比较三、运行机制的比较四、运行稳定性的比较第三
节 “农联模式”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一、“农联模式”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二、“农联模式”与农产
品价值链的创新三、“农联模式”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第六章 “农联模式”与农村机构改革第
一节 农村机构改革的回顾及其简要评论一、农村机构改革的几个阶段二、农村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三
、现阶段我国乡镇政府职能的缺失与错位第二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机构改革一、现阶段我国农村机构改
革的原则二、现阶段我国农村机构改革的目标三、现阶段我国农村机构改革的措施第三节 农村机构改
革的深化与“农联模式”的完善一、理论界关于深化我国农村机构改革的主要观点二、“农联模式”
同农村机构改革的有机结合三、不断深化农村机构改革，逐步完善“农联模式”第七章 “农联模式”
与农村相关配套改革第一节 “农联模式”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对“农联模式”
制约因素的分析二、“农联模式”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节 “农联模式”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现状与特征二、当前农村土地保障面临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三、农村
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第三节 “农联模式”与农村教育改革一、当前我国农民素质
与“农联模式”下对新型农民的素质要求二、“农联模式”下农村教育改革的目标定位三、农村教育
改革的途径第四节 “农联模式”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一、农村基层民主的形成背景与内涵二、当前农
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困境分析三、完善农村基层民主的路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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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农民问题　　1。
农民太多　　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是减少的，农民也是减少的。
一般而言，现代化过程就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而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
1952年我国农业人口为50139万人，1958年是54704万人，到1978年，农民达到79014万人。
20年增加2431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15。
5万农民。
1978年以后仍在增加，2000年达到94244万，2001年后逐年缓慢减少，直到现在仍有7亿。
多农民。
从1952年到2008年，工业化了50多年，中国变成了工业化大国了，农民反而越来越多。
农民太多是农民太穷、农业太落后、农村太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大问题
。
　　2。
农民太穷　　农民太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农民却
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
到目前为止，农村还有两千多万贫困人口。
二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和社会其他阶层而言，农民太“穷”了。
1978年至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而从1986年至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特别
是1997年至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呈加速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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