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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以吉林省为例》以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公共财政供给能力、农民收入增长结构和支付能力。重点解决吉林省新农
村建设中资金短缺、动力不足、及制约因素繁多等发展困境。提出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增加非农
产业收入和农民增收力度，才能更好的实现城乡的快速融合，这是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
动力；宏观经济政策的倾斜性给予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外部动力；制度变迁理论是破解欠发达
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的重要理论前提。并对吉林省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点和问题做了实证分
析和论述。

Page 2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3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分析
2.1 欠发达地区的划分
2.2 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特征
2.3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2.4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
第三章 国外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3.1 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及启示
3.2 韩国新农村建设经验及启示
第四章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总体分析
4.1 吉林省农村基本概况
4.2 吉林省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4.3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状态
4.4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点
第五章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5.1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因素选择
5.2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第六章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能力分析
6.1 吉林省财政支持农业发展能力分析
6.2 吉林省县域经济能力分析
第七章 新农村建设目标下吉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
7.1 吉林省农民收入变化分析
7.2 吉林省农民支付能力分析
7.3 吉林省农民收入增长路径分析
第八章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分析
8.1 粮食生产优势与新农村建设
8.2 粮食后续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8.3 生态优势与新农村建设
8.4 农村劳动力素质优势与新农村建设
第九章 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政策
9.1 新农村建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9.2 新农村建设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及其支持重点
9.3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宏观产业政策
9.4 新农村建设条件下的国家支农政策
第十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0.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10.2 政策建议
10.3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致谢

Page 3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章节摘录

　　1.2.1 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1.2.1.1 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1958年，A·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
》一书中从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对平衡增长理论进行了批评，指出其不可行性，并
相应地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肯定大规模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强调的
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全面投资，而是如何集中投资于某些部门，使投资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如何选
择优先进行投资的部门的问题上，赫希曼批评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的
发展并不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而是取决于现有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的能力，进而提出联系
效应这一概念。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
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这种关系又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后向联
系是指一个产业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例如钢铁业的后向联系是采矿业。前向联系是指
一个产业同购买其产品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例如钢铁业的前向联系是机械制造、汽车等工业。赫希曼
还认为，联系效应应该用产品的价格和收入弹性来度量，他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
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些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
；反过来又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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