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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震等编著的《南姚家庄村调查：村域经济视角下的农民收入与支出》以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为中
心，对面临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
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农村
人口结构和土地制度的变化以及农产品的大规模市场化。
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教育和医疗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支出方向。

在此背景下，《南姚家庄村调查：村域经济视角下的农民收入与支出》从村域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
在山东省潍坊市南姚家庄村的典型调查，从两个方面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析，一是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诸因素分析，包括农村人口结构变动、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二是农村居
民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医疗。
全书分为八章，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研究室课题组完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姚家庄村调查>>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农村调查的历史与发展
  第三节  本调查的由来、特点与本书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  地理、人口与经济发展：调查村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调查村所在县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调查村所在镇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  调查村的地理、自然资源及交通状况
  第四节  南姚家庄村生活设施、社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供给及集体经济状况
  第五节  家庭与人口特征：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第六节  生产结构及就业结构
  第七节  小结
第三章  村域内部的土地流转
  第一节  南姚家庄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第二节  南姚家庄村土地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  为什么租出：租出土地农户的经济行为分析
  第四节  为什么租入：租入土地农户的经济行为分析
  第五节  土地流转与产业结构演变
第四章  村域内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村民收入
  第一节  村域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与模式
  第二节  种植业村庄的劳动力流动：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
  第三节  不离乡的流动
  第四节  劳动力的离乡流动
  第五节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影响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  南姚家庄村村民收人与支出状况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农户的收入分析
  第三节  农户的支出分析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农村教育
  第一节  历史与概况
  第二节  学前教育
  第三节  义务教育
  第四节  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
  第五节  高等教育
  第六节  结论
第七章  农民的健康与医疗卫生行为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调研地医疗卫生制度变迁和医疗卫生机构介绍
  第三节  南姚家庄村村民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
  第四节  村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认知及态度
  第五节  村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就医行为分析
  第六节  政策建议
第八章  结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姚家庄村调查>>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第二节  村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第三节  进一步的思考：制度、文化与村庄的经济发展
附录一  入户调查表
附录二  行政村调查表
附录三  村民健康状况调查表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姚家庄村调查>>

章节摘录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南姚家庄村的长途贩运基本上停止。
附着在长途贩运上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也基本上停止了。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两地之间商品价格差的缩小以至消失，使得长途贩运的收人大为减少。
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信息沟通不方便，村民对各地商品价格差的信息很容易就转化为收入；但是
到90年代之后，一方面由于信息交流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运输工具的普及，两地之间的商
品价格差很容易就被抹平，从事长途贩运基本上无利可图。
另一个原因则是蔬菜购销企业的竞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各县的外贸公司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在当地农村大量收购优质蔬菜出口。
当时收购量比较大的是安丘市外贸公司。
安丘市外贸公司主要经营向日本的蔬菜出口业务。
当这些出口公司将优质蔬菜都收购之后，剩下的质量差的蔬菜基本上在当地都能消化。
相比于外贸公司，这种农村自发组织的长途贩运，不仅成本高，而且规模也小，无法与之形成竞争。
当然，外贸公司的收购一般都是当地种植规模比较大的蔬菜，如大姜、大葱等。
其他蔬菜由于当地种植规模小，外贸公司一般不收购，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可以允许小范围的长途贩运
。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外地的一些蔬菜收购客商开始进入，这些蔬菜收购客商的收购规模比外贸公司
小，只要能够装满车，他们就来收购，而且这种收购是常年进行的，这就把所有的市场空间都填满了
。
这些客商一般都是在大城市的客商，拥有较为广泛的市场网络，相对于当地农民而言，具有信息优势
和成本优势。
在这种激烈竞争之下，村民自发组织的长途贩运逐渐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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