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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蒙古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进程，ISBN：9787514123036，作者：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编

Page 2



《内蒙古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健�

作者简介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2000年，由原内蒙古农牧学院经管系和内蒙古林学院经管系
合并而成。学院现拥有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两个专业招收
博士生；拥有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年开
始在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与管理、
金融学、会计学、企业管理等9个学科招收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学院还拥有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
士学位点1个，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予点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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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退休老教授篇
我国羊毛供求状况及其对策的探讨
探讨技术进步对乌盟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培育主体，完善体系，转变职能——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思路
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系统工程在调整家庭牧场生产结构中的应用
校友篇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收入不均等计量测度与路径选择——基于广义熵视角的分析
不同草原类型区畜牧业适度经营规模测度
内蒙古农牧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我国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结构差异分析
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生猪价格的趋势周期分解和随机冲击效应测定
禁牧对农牧交错带农户生产和生计的影响——对宁夏盐池县2乡4村80个农户的调查
在职教师篇
试论牧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匈奴的生态文明及现代价值
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及“农产品”信息披露研究
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信息需求及认知行为分析——基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县消费者的调查数
据
内蒙古林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势研究
荒漠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分析——以内蒙古实施禁牧舍饲政策为例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基于AHP方法分析奶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路径选择——以呼和浩特市奶业为例
价格及其决定：理论与政策
浑善达克沙地牧户经营与草地变化的实证分析
水果销售渠道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内蒙古科技兴贸法治环境建设的对策研究
日本肉牛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与启示
东北沿海地Ⅸ经济开发的战略选择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模式研究
农民参与式研究对加快我国农业技术有效扩散的探讨
森林分类经营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林权制度模式设计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内蒙古草原生态服务演替轨迹
内蒙古林区经营模式的优势及对策研究
日本绵羊肉生产与需求述评
内蒙古区域经济差异变动轨迹分析
农业院校信息用户需求特征及服务对策
紧急限制进口措施对中国大葱出口日本的影响
中原地区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298个农户的调查
基于生物经济模型法的渔业生物资产价值评估研究
基于物流决策三角形的城市配送体系优化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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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业岗位下降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重型化导致的资本替代劳动力趋势。“八五”时期，就业对
经济增长的弹性（即经济每增长1010带来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为0.25，“九五”下降到-0.04，“十五
”进一步降为-0.23。“十五”时期，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吸纳的劳动力由2000年的85.3万
人下降到2005年的83.7万人。二是作为吸纳就业主渠道的服务业发育水平较低。200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0.5%，比2000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同时，
由于技术进步、业态创新等原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十五”期
间，在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年均分别递增17.3%和18.9%的情况下，其就业人数分别由2000
年的14.1万人和18.8万人下降到7.3万人和15.5万人。三是企业改制、破产关闭使就业岗位减少。2005年
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分别比2000年减少39.1万人和13.2万人。四是传统的教育模式使得就业需
求与市场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距。五是大学毕业生多选择留在大中城市，且对薪资期望过高，使得大
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其次，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
长客观上存在不一致性。“十五”期间，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4.2%，投资率由2000年
的41.7%上升到2005年的73%，消费率则由56.8%下降到44%。到2005年，投资率比消费率高出29个百分
点。高投资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于招商引资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
，如“十五”期间比重高达38.4%，投资收益相当部分流向区外，而不能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
及消费环节转化为内蒙古城镇居民的收入。　　最后，企业增资意愿不强。一是部分企业经营者在企
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对提高职工收入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二是政策性因素制约企业增资意
愿。如各类政策性基金和费用较多，主要包括五项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医疗）的缴费、
住房公积金、福利基金、工会会费等。三是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较少，缺乏提高职工工资收
入的民主制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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