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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影响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如何实现乡镇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了乡
镇市场经济体系、乡镇经济管理、乡镇经济微观再造及宏观调控、乡镇生态安全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等
当今乡镇经济的热点问题。
为促进新兴学科的建立，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和谐乡镇建设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和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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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不仅适合传统农业，也适合现代农业。
现在的家庭经营，已经不是那种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
今天的家庭经营是同社会、同国内外市场有着广泛联系的、开放的经营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和社会化
大生产相联系。
不仅农民使用的种子、化肥、农药、燃油要由社会提供，大面积机械作业、灾害预警、高科技成果的
大量应用也是由社会组织实施的。
农民已不再是男耕女织的传统式农民，他们正在向独立地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现代农民转变。
那种把家庭承包同传统小农经济等同起来，同现代农业对立起来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2）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
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于什么样的土地经营方式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最
清楚、最有发言权。
3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开始家庭承包经营，取得了实效。
今天，他们仍然需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
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民的伟大创举，符合农民的心愿。
　　（3）发展规模经营并不意味着取消家庭承包经营。
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经营的土地一般都比较细碎。
逐步发展规模经营，有利于机械的广泛使用、专业化分工的形成和农业商品率的提高。
因此，应当鼓励农民在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但是，发展规模经营必须从实际出发。
目前，土地规模经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能不能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关键在于这些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大批转移出去。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取决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规模经营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政府的职能不是在条件不具备时人为地缩短这个过程，而
是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形成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户的经营规模随着劳
动力的转移而逐步扩大。
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机制。
规模经营的基础是家庭经营，而不是集体经营。
要让农户自己根据市场条件去选择具体的规模经营形式。
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一部分农民把土地承包权转交给另一部分农民，也不能强迫农民实行土地
合并，重新“归大堆”，恢复原来的集体化模式。
　　（二）如何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　　（1）必须坚持家庭承包经营30年不变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质就是赋予农户长期的、稳定的土地承包权。
目前，绝大多数农户已经签订了为期30年以上的土地承包合同。
法律并没有规定在承包期内根据人口的变化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而是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
方不得调整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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