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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 ，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水平

总体上已进入“以工哺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 ，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 ，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

阶段和新特点对我国高等学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

原有的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已经不很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 ，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

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是浙江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特色专业之一 。早在 １９２７

年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就设立了“农村社会学系” ，１９３６年更名

为“农业经济学系”后开始招收研究生 。 １９８１年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获

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 ；１９９０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１９９１年获准设立博士后工

作站 ，同年招收了全国首位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后 。本专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

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的完整教学体系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人才培养经

验 。 ２００７ 年 ，浙江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被列为教育部首批特色建设专业 。

根据教育部的特色专业建设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我们依托浙江大学学

科齐全的优势 ，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进行了改造 ，同时

把教材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重点 。

作为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成果 ，教材既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

体现 ，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 。为此 ，我们以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

的教师为主体 ，组织了一批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学者 ，依据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的“中国经验” ，吸取国外和国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推出了“国家

特色专业浙江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系列教材” 。该系列教材涵盖专业

的主要核心课程 ，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力求在观点 、体系上有所

创新 ，既与国际接轨 ，又具中国特色 ，突出理论性 、前沿性和实践性等特色 。

“国家特色专业浙江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系列教材”的编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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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项比较宏大的工程 。教材的编写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好的教材仍

然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因此 ，希望广大同仁和读者对我们的教材提

出批评和指正 。

感谢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计划和浙江大学国家“９８５”二期和三期工程对

本系列教材出版的大力支持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本系列教材出版

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

黄祖辉

２０１０年 ５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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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生产部门 ，农业经济思想是人类最早产生

的经济思想 ，农业经济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现代经

济理论体系中 ，由于理论经济学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应用经济学也不断

地从理论经济学中分化出来 ，农业经济理论在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

所变化 ，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各种应用经济学的交错渗透为农业经济问题

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和多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农业经济学因此而得到

了更大的发展 。

自 １７７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 ·扬（Arthur Yang）出版枟农业经济论枠算起 ，

农业经济学已有 ２４０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问题

向来为人们所重视 ，先哲们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 ，为农业经济学的

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农业中的商品经济

不发达 ，先哲们的农业经济思想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更不可能形成完整的

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经济理论界才开始对农业

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我国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才得以逐步建立和

完善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 ，我国农业院校和财经院校纷纷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系 ，

引进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材 ，开设农业经济学课程 ，并结合我国的实践加以发

展和中国化 。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经济遭受了几次大的挫

折 ，农业经济学的发展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农业经济学

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进行诠释 ，农业经济的理论

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 。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 、农业生产方式 、农产品

供求关系以及工农关系 、城乡关系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

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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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学术界对新时期我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开展了

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与西方农业经济学科接轨 ，经济学的

一般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日益普遍 ，农业经济学的

学科体系也日臻完善 。

本教材在编写中充分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

果 ，并紧密结合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 。总体上 ，本教材具有以

下特色 ：第一 ，基础性 。教材根据农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写 ，在

内容体系的构建上力求系统和完整 ，并注重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的

阐述 ，而不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 。第二 ，理论性 。教材力求从理论

高度来阐述农业经济问题 ，即使是对现实问题的探讨 ，也是从概念入手 ，用经

济学原理进行诠释 ，对问题解决途径的讨论 ，也着重从方法论角度从逻辑上演

绎 ，从思路上引导 。第三 ，时代性 。教材紧密结合我国农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转变的历史背景 ，力求把基本原理的阐述同新时期中国农业发

展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

本教材除“导论”外 ，分“地位篇” 、“组织篇” 、“发展篇” 、“要素篇” 、“市场篇”

五篇 。 “地位篇”单独成章 ，即第一章“农业的地位与作用” ；“组织篇”包括第二

章“农业组织制度” 、第三章“农业家庭经营” 、第四章“农业合作经济” 、第五章

“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篇”包括第六章“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 、第七章

“农业产业结构与布局” 、第八章“农业支持与保护” ；“要素篇”包括第九章“农

业土地与水资源” 、第十章“农业劳动力资源” 、第十一章“农业中的资金” 、第十

二章“农业科技进步” 、第十三章“农业信息资源” ；“市场篇”包括第十四章“农

产品需求与供给” 、第十五章“农产品流通与市场” 、第十六章“农业开放与国际

化” 。

与国内现有的枟农业经济学枠教材大多由多所院校的教师合作编写不同 ，

本教材由编者一人独立完成 。与合作编写相比 ，独立编写有利有弊 。有利的

方面是 ：可以自始至终地贯彻编者的编写理念 ，在写作上做到体例统一 、内容

深浅程度一致 ，同时可以避免内容重复 、相关内容前后表述不一甚至相互矛盾

等情况 。不利的方面是 ：不能集思广益 ，编者无法对广泛的农业经济理论问题

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难免出现对研究前沿不够了解或对现实情况把握

不准的情况 。好在“浙大卡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同仁们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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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非常关心 ，曾举行多次专题研讨 ，就教材的体系和内容提出了不少建议 ，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编写的不足 。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现有的枟农业经济学枠教材 ，如朱道华主

编的枟农业经济学枠 、李秉龙和薛兴利主编的枟农业经济学枠 、雷海章和王雅鹏主

编的枟现代农业经济学枠等 ，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由于教

材中引用的资料大多是编者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逐年积累的 ，许多资

料已无法找到确切的出处 ，因而无法一一加以标注 。在此 ，编者除了向有关学

者表示感谢外 ，也向有关学者表示歉意 。当然 ，教材中如有错误 ，编者负完全

责任 。

张忠根

２０１０年 ５月于杭州华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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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农业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 、西方农业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１ ．起源 ：古希腊罗马时代

　 　西方的农业经济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 。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

生和发展 ，当时不少思想家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曾对农业进行过论述 。古希腊思想

家色诺芬（Xenophon）于公元前 ４００年前后撰著的枟经济论枠（又译作枟家政论枠） ，是

古希腊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经济学专著 。书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 。在古希腊文

中 ，“经济”的原意是家庭管理 。当时古希腊的生产管理以家庭为单位 ，因此有关组

织和管理奴隶制经济的活动用“经济”一词来概括 。色诺芬认为 ，农业是一切技艺

之母 ，农业兴盛了 ，其他行业就繁荣 ，农业衰落 ，则其他行业也凋敝 ；主人应了解并

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 ，要选择好的监工来监督奴隶们的劳动 。

公元前 ２世纪至 ４世纪的 ６００年中 ，罗马先后有四部书名相近的著作讨论了

农业问题 。包括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的枟农业志枠 ，成书于公元前 １６０年 ；

瓦罗（Varro ）的枟论农业枠 ，成书于约公元前 ３６ 年 ；科鲁麦拉（Columella）的枟论农

业枠 ，成书于公元 ６０年前后 ；帕拉迪乌斯（R ．T ．A ．Palladius）的枟农业论枠 ，成书于公

元 ４世纪 。

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有关农业的经济

思想 ，或是夹杂在论述哲学 、政治 、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如色诺芬） ，或者同农业生产

技术知识结合在一起（如加图 、瓦罗 、科鲁麦拉 、帕拉迪乌斯等） ，但从他们的著述中

可以了解到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思想家们对农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对奴隶制农

业经营管理的分析 。这些思想正是农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源头 。

２ ．萌芽 ：近代资本主义初期

近代资本主义初期（１７世纪至 １８ 世纪）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产生于英国 、法

国和德国 ，包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范

畴如工资 、地租 、价格 、劳动等都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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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 ，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理论体系逐渐萌芽 。

１８世纪后期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 ·扬到英国各地和欧洲大陆考察 ，１７７０年出版了

枟农业经济论枠 ，书中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农业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 、生产费用与经营

收益的关系 。他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具有比传统小农经济更大的优越性 ，主张按追

求利润的原则 ，建立以雇佣工人为主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 。阿瑟 ·扬被认为是农业

经济学的创始人 。

３ ．独立 ：１８世纪初到 ２０世纪初

英国的阿瑟 ·扬虽然是农业经济学的创始人 ，但农业经济学的更大发展是在

德国 ，而且形成了农业经营学派 。农业经营学派的创始人是阿尔布雷希特 · 丹尼

尔 ·泰厄（Arbrecht Daniel Thaer） ，他在 １８０９ — １８２１年期间出版了枟合理的农业原

理枠 ，明确提出了农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 。泰厄的学生约翰 ·海因里希 ·

冯 ·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 ，于 １８２６年出版

了枟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枠（简称枟孤立国枠） 。他用抽象的方法假设了一

个孤立国 ，使用边际分析的方法 ，建立了农业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理论 ，即农业集约

理论和农业区位理论 ，对级差地租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被视为是农业布局理论的

创始人 ，也是德国农业经营学派的奠基者 。

屠能以后 ，德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 。到了 ２０ 世纪初叶 ，弗里德

里希 ·艾瑞保（Friedrich Aereboe）和特奥多 ·布林克曼（Theoder Brinkmann）把
农业经营学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艾瑞保 １９１７年出版了枟农业经营学概

论枠 。到 １９２２年 ，枟农业经营学概论枠发行了六版 ，成为农业经营学中影响最大的一

部著作 。布林克曼集德国农业经营学之大成 ，于 １９１４ 年出版了枟农业经营经济

学枠 ，围绕农业集约化和农业经营制度两大主题 ，论述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投资收

益界限 、部门配合理论以及生产规模等问题 ，还应用动态分析方法 ，分析了影响农

业集约度和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的各种因素 ，使当时以农业经营学派为代表的农业

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奠定了现代农业经济学的基础 。

４ ．发展 ：２０世纪美英的农业经济学科

２０世纪以前 ，美国的农业经济学与经济学一样没有多少建树 ，但进入 ２０世纪

以后 ，美国的农业经济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 。 １９２６年 ，布莱克（J ．D ．Black）应用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 ，撰写了枟农业生产经济学导论枠 ，开创了农业经济学中使

用数量分析的先河 ，并使农业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联系起来 。 泰勒 （H ．O ．

Taglot）的枟农业经济学概论枠和博伊尔（I ．Boyle）的枟农业经济学枠都是 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 。伊利（R ．T ．Ely ）和莫
尔豪斯（E ．W ．Morehouse）１９２４年出版了枟土地经济学原理枠 ，论述了土地经济学

的各种问题 ，是最早和影响最广泛的土地经济学著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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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 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于
１９４５年出版了枟不稳定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枠 ，首先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来考

察 ，并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分析农业问题 ，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 ，美国约翰 · W · 戈德温的枟农业经济学枠和英国 C · 里特森的

枟农业经济学 ：原理和政策枠是西方国家比较流行和有代表性的教材 ，在中国也出版

了中文版 。

二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１ ．中国农业经济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问题一向为人们所重视 ，先哲们对农

业经济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 。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 ，农业经济思想占有丰富

的成分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就

有“以农立国”的思想 ，但这一思想也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到“农工商并重”的变

化 。有学者认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法国重农学派具有中国渊源 。 （２）对土地占有

关系的认识 。西周盛行“井田制” 。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均地分力” ，主张让平民拥

有一定的农田 ，使他们安心生产 ，以稳定社会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限田”主张 ，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北魏时期实行“均田

制” ，由政府向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 ，受田农民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

为租金 。明代邱浚提出“配丁田法” ，以解决“民多田少”的矛盾和土地占有不均的

问题 。清代王源主张“有田者必自耕” 。 （３）对粮食价格的认识 。春秋末年的计然

最早关注到农业丰歉的周期性变化和粮食价格的波动 ，提出了“谷贱伤农”的观点 。

宋代的李觏进一步发展了“谷贱伤农”的观点 ，认为“谷贵亦伤农” 。为对付粮食生

产和价格波动 ，西汉的耿寿昌发明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自此成为中国古代的一

项重要经济政策 。上述情况说明 ，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农业经济思

想 ，只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这些农业经济

思想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

２ ．２０世纪 ２０ — ４０年代的农业经济研究

２０世纪 ２０ — ３０年代 ，一些外国学者用西方的观点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农业

和农村经济问题 ，试图在中国拼凑出一门西方式的农业经济学 。其中代表性的论

著有 O · E ·贝克的枟农业与中国的将来枠 ，F · B ·泰勒的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枠 ，约

翰 ·洛辛 ·卜凯的枟中国农场经济枠 、枟中国农家经济枠 、枟中国土地利用枠 、枟中国农业

经济 ：对 ７个省 １７个地方 ２８６６个农庄的研究枠等 。

２０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到了中国 。 ２０世纪 ３０ — ４０年代 ，一批经济学家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 ，并出版了反映农村经

济实际和指导农村发展的学术刊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陈翰笙 、薛暮桥 、孙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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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孙晓村 、钱俊瑞等为代表的一批农业经济工作者于 １９３３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

农村经济研究会” ，他们创办了枟中国农村枠杂志（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３） ，并在枟文汇报枠等报

刊开辟了枟中国农村枠专栏 。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薛暮桥著

的枟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枠 、冯和法编的枟中国农村经济论枠等 。

３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开始的农业经济教育

我国高等学校中的农业经济教学始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 １９２３年 ，美籍教授约

翰 ·洛辛 ·卜凯（John Lossing Buck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 ———金陵大

学农业经济系 ，开创并推动了我国近代农业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 ４０年代 ，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推出了枟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枠的系列报告 ，在社

会上影响很大 。 １９２７ 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设立了“农村社会学

系” ，１９３６年更名为“农业经济学系” ，１９４２ 年设立“农业经济研究所” ，在国内最早

招收农业经济硕士研究生 。

４ ．许璇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许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开讲农业经济学的中国人 。许璇 ，浙江瑞安人 ，１８７６

年生 ，１７岁入县学 ，２６岁入上海南洋公学 。 １９０７ 年公派留日 ，初入京都第三高等

学校 ，继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 。 １９１３年毕业回国 ，投身农业教育事业 ，开讲农业经

济方面的课程 ，任职的学校有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许璇存留下来

的著作只有 ２本 。一是枟粮食问题枠 ，１９３５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五章 ，

论述了粮食生产 、粮食自给 、农业关税 、粮食统制 、战时粮食统制等问题 。二是枟农

业经济学枠 ，在他去世 ８年后由他当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助教杜修昌教授整理 ，

１９４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９４８年出至四版 。全书共十一章 ，第一 、二章分述农业经

济学的定义 、范围 、地位及其发展 ，第三 、四章论述农业的经济特性与世界各国农业

的变迁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论述农业土地 、农业经营 、自耕农及佃农 、农产物

价 、农业机械 、农业金融及农业关税等 。

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经济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 ，理论界开始对我国农业经济学理论进行广泛研究 。 ５０年代初

引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 ，并结合我国的实践加以发展 ，努力使之中国

化 。但由于“左”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经济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 ，农业经济学科的发

展也因此而受到阻碍 。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基本上沿用苏联的经济学教科

书 ，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进行诠释 ，没能留下多

少可供使用的一般理论和分析范式及分析工具 。

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 、农业生产方式 、农产品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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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农关系 、城乡关系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

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 。学术界对新时期我国的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 、系统 、深入的研

究 ，并且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与西方农业经济学科接轨 ，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定量分

析方法在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日益普遍 ，农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也日臻完善 。

三 、现代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的现代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加速 ，并出现了一系列新

趋势 。

第一 ，农业经济学不断分化和细化 ，分支学科迅速成长 ，农业经济学学科体系

日臻完善 。自 １７７０年英国的阿瑟 ·扬出版枟农业经济论枠一书从而创立农业经济

学这一学科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 ，农业经济学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单一

的学科而发展的 。进入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 ，农业经济学开始出现分化 ，一些分支学科

陆续从一般农业经济学中分离出来 ，出现了土地经济学和农业生产经济学 。二战

以后 ，农产品运销学 、农业金融学 、农业政策学等新分支学科迅速成长起来 。 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以后 ，又出现了农业资源经济学 、农业生态经济学等分支学科 。这些学

科的出现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农业经济学分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农业经

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综合化产物 。

第二 ，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 ，越来越注重多层面 、多视角的研究 。

在二战以前 ，农业经济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农业生产经济 ，有关农产品的市场 、价

格 、流通 、消费等都是作为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予以关注 。二战以后 ，随着生产社会

化程度的提高 ，国内国际市场之间 、各个产业部门之间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性越来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经济研究中关于农业与

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 、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业竞争力 、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农业政

策 、农产品加工储运和物流 、农业生态环境 、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 、农场生产决策和

家庭消费决策等问题的讨论也渐趋活跃 ，各种与农业经济有关的经济活动和经济

现象都被纳入农业经济的研究范围 。同时 ，农业经济学中的各种比较研究越来越

受到重视 ，如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机制比较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比较 、

各国农业发展模式的比较 、经济体制和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等 ，日益成为学者们研

究的课题 。

第三 ，研究方法上越来越注重以一般经济理论为指导 ，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

合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自 １９５３ 年美国学者海地（E ．O ．Heady）出版的
枟农业生产经济学与资源利用枠大量应用数量分析方法以来 ，农业经济学日益采用

一般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 ，采用定量的实证分析方法 。特别是近年来 ，计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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