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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利用这一调查中河北省顺义乡沙井村、栾县寺北
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村和恩县后夏寨村等四个村庄的资料，研究了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主要
是村庄和农户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怎样行使职能以及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
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的介绍，以及用这批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
经济都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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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马若孟（Ramon H.Myers） 译者：史建云  马若孟，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荣誉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 Emer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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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华北的农民有理性地、精于算计地利用他的有限的资源，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料。
他对于他周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当他对这些变化有足够的了解时，他就会努力调整他利用
资源的方法。
这种农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家庭经济，必须把户看作基本的经济决策单位。
农户以最大的能力运用手头的资源和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尽力使其收入最大化。
如果没有对农民生活环境的彻底了解，他们的行为在外来人的眼中通常会显得没有理性、缺乏目标。
下文将纠正这种印象，并说明什么样的行为准则在指导农民利用他们的资源。
 农户的劳动力供给直接与农场面积有关。
农户根据获得最高收入所需的劳动量和可能要冒的风险，把可使用的劳动力在田间工作和非农业工作
之间进行分配。
如果农场缺少土地和资本，农户就派出较多的劳动力到别的村庄和集镇上去工作。
如果农场较大也有资本，就留下较多的劳动力经营农业。
实际上，农户常常把这两种选择结合起来，提供最大的收入。
 农户把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储蓄用来购买土地，扩大农场面积。
超过一定的农场面积后，农户就把土地出租给别的农民，把自己的财富贷放出去或投资于手工业及商
业。
把较少的收入投入农业是由农户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技能决定的。
当较大的农场资本的回报率与其他投资方式的回报率相比变得缺乏吸引力时，农户财富中就有更多的
部分流入非农业领域。
农业的回报率主要由技术水平、农户的管理技能和投资数量决定。
一个农户决定要经营的耕地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和位置、农场资本和农户劳动力的供给和农民的技
术技能及耕作知识。
当一个农户得到的土地比它能够有效经营的更多时，它就为土地安排下一种最好的经济用途，即把土
地出租给别的农户。
 农户经营的土地分为不同的用途。
有些土地用来种植可以出售的高收入的作物，其余土地用来种植农户消费必不可少的作物。
决定这两类作物各用多少耕地，根据的是农民最善于种植哪种作物、使某种作物比其他作物生长得更
好的现有的土壤条件，还有用自己生产的作物交换农场不能低成本生产的货物的机会。
结果是，某些地区专业生产工业用作物，其他地区专业生产粮食作物。
农户还要决定应该种植哪一种或是哪几种现金作物。
这样一种抉择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农户为了防止土壤肥力下降而提供追加资本的能力。
 上述的决策最终要由有远见的、有经验的、有知识的农民决定。
有些农户的决策比其他农户作得更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并积累土地。
在每个村庄中都能发现几个富裕农户。
作出坏决策的农户必然会越来越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民经济>>

编辑推荐

《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编辑推荐：1939年到1943年间，日本南满铁路株式
会社（简称满铁）在华北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在50年代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
题出版。
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史料，除日本学者外，《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作者
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开发利用这批资料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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