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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优化问题研究》主要运用系统工程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工具，分析估
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力图为政府今后制定财政支农政
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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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刚，男，1964年11月生，陕西澄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工学博
士。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说史、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主持完成陕西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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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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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面临艰巨任务。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能否实现
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过程。要真正解决我国未
来粮食与其他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是农业投入现代化、农业组织产业化、农业生产经营科学化的统一。它包括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水利化、化学化、信息化、科学化、产业化等内容。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农业还存在很大
差距：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半手工半机械化的阶段；农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化肥、农药、
良种、地膜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不足与不科学问题并存；农户小规模经营仍是农业经营的基本
方式；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每个农业
劳动力生产的谷物量计算，目前我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此外，农村信息网络建设与应用
刚刚开始，农产品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财政对农业的支持还很不
充分等。以农业现代化特征指标标准值衡量，200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指数仅为33.37，尚
处于发展期。①可见，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任务还很艰巨。　　提高农民
收入与建设现代化农村社会任重而道远。要真正使农民过上现代社会生活，既要发展现代农业，解放
农民，使农民获得收入不断增加的坚实经济基础，也必须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现代化农村。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长26.85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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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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