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560146744

10位ISBN编号：7560146740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作者：潘鸿

页数：1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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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结构，综合分析中国的
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系统论述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问题，通过分析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
运行规律，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分析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优化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促进农业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Page 2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

作者简介

　　潘鸿，女，1970年7月生于贵州，吉林大学军需科技学院副教授，2008年12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统计学，研究内容涉及人力
资本理论、科技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资源经济学、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2002年以来，主持和参加
国家、省部级课题1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Page 3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1.2 研究的依据与方法1.3 研究的内容与结构1.4 本书主要创新点第2章 
农业科技进步相关理论研究述评2.1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2.1.1 科技进步的内涵2.1.2 科技进步的模式2.1.3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2.1.4 科技进步的功能及体现2.1.5 科技进步的源泉2.2 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
发展关系述评2.2.1 农业科技进步概念及特征2.2.2 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2.2.3 农业科技进步的
系统论研究第3章 科技进步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实证分析3.1 1979－200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
算3.1.1 测算模型3.1.2 数据的界定和测算3.1.3 测算结果分析3.2 2001－2005年我国各省市区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测算3.2.1 数据的界定和测算3.2.2 测算结果分析第4章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构建4.1 农业科技进步
系统的描述4.1.1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结构4.1.2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环境因素4.1.3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
行的子过程4.1.4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性能与功能4.1.5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主体4.2 农业科
技进步系统运行过程解析4.2.1 研究与开发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4.2.2 推广服务子系统的运行过程解
析4.2.3 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4.2.4 市场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4.2.5 宏观调控子系统运行过程
解析第5章 国外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1 阿根廷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2 澳大利亚的农业
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3 法国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4 韩国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5 
荷兰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6 美国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7 日本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
运行特点5.8 印度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特点5.9 国外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现状的比较分析第6章 我
国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运行6.1 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运行现状分析6.1.1 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现状6.1.2 
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功能障碍6.2 我国推广服务子系统的运行现状分析6.2.1 现行农技推广活动现状6.2.2
推广服务子系统功能障碍6.3 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的运行现状分析6.3.1 新阶段农民应用技术的特点6.3.2
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功能障碍第7章 优化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系统。促进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7.1 研究与
开发子系统的优化7.1.1 农业科研体系的优化7.1.2 农业科研队伍的优化7.1.3 农业科研投入的优化7.1.4 农
业科技成果质量的优化7.2 推广服务子系统的优化7.2.1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优化7.2.2 农业推广队伍的
优化7.2.3 农业推广投入的优化7.2.4 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网络的优化7.3 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的优化参考
文献附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后记

Page 4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

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同时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农业稳则天下安。我国有7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没有农业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构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农”问题也始
终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的问题，中央先后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
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共计56个，这其中包括从l982年到l986年中央连续下发的5个“一
号文件”。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
年到2009年，连续六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目标都瞄准解决“三农”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2004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发展
现代农业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2007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促进农
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2009年）。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我国总
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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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对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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