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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典》

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
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
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
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法律
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立法
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
规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
创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2.全面便捷。“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
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
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门。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
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晰、查询方便的特点。3.重在应用。“分类法典”
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面指引读者了
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横
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容;（3）重点
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用;（4）部分
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收“典型案
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
增补服务（电子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
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
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书不断完善。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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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典(应用版)》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实践
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两大
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点
：1、权威编纂。法律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
法规资源、最新的立法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
集专业和经验于一身；2、全面便捷。“分类法典”系列共有35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法律种
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国际法
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门；3、重在应用。“分类法典”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
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
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
时得以相互参考。（3）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
在实践中理解运用；（4）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4、动态增
补。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只要填写书末
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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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健全国家、省、市（地）、县（场）四级投人品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体系。完善投入品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和市场监督等管理制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产地准出、市场准人、质量追溯、退市销毁等监管制度，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建立协调配合
、检打联动、联防联控、应急处置机制。实行农产品产地安全分级管理。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
通企业建立诚信制度。 （五）提高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式发展
。制定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启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发展行动。按照扶
优、扶大、扶强的原则，选择一批经营水平好、经济效益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予以重点扶
持。依托农产品加工、物流等各类农业园区，选建一批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推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
。引导龙头企业采取兼并、重组、参股、收购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
，提升产品研发、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参股、合作等方式，与农户建立
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能力。广泛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强规范化管
理，开展标准化生产，实施品牌化经营。加大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培养力度，加强合作社辅导员
队伍建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与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以及学校、酒
店、大企业等直接对接，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自愿基础上组
建联合社，提高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扶持合作社建设农产品仓储、冷藏、初加工等设施。 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
多种形式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大力培育和发展
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严格规范管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规模化
生产基地。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 （六）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增强农业公益性服
务能力。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经费，创新运行机制，健全公
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建设，大力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
，力争在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病虫害重灾区和源头区实现全覆盖。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完善国家
动物疫病防控网络和应急处理机制，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控制重大动物疫情，努力减轻人畜共患
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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