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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全球的视野看，土地家庭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土
地使用权人均碎片式分割占有格局，及由流转所产生的高租佃成本，形成了家庭规模经营的障碍。工
商资本大举进入农业也对家庭规模经营造成了挤压，并对粮食安全带来潜在威胁。针对由此引发的中
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本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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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适合从事社会学或者农业发展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本书的诸多细节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
撰写的。 本人非此领域的从业人员，所以有些关键能理解不一定深刻。 不过通过阅读此书，最大的
收获是了解针我国所占人口总比（约%50）最大的一部分即农业人员和其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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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农业现代化：困惑与探索》的笔记-第75页

          目前， 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
已接近60岁。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区域
性短缺问题突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要不断增加。

2、《中国农业现代化：困惑与探索》的笔记-第7页

          总之，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且不会因为农业生产技术和条件的改变而
改变。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历史的必然，是大趋势，是各时期、各国经验的总结
，是人类经历无数次尝试后得出的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

3、《中国农业现代化：困惑与探索》的笔记-第67页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根据农业再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
形式，多层次，多环节，多回路地相互联系、互相配合，全面系统化的服务，达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
化组合，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最佳社会、经济效益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 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是指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和个人
所形成的网络。

4、《中国农业现代化：困惑与探索》的笔记-第3页

          农区工业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将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卷入社会现代化潮流。不能将传统农区农民
这一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排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外，这是我们关于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基
本认识，也是我们高度重视传统农区工业化问题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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