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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市场
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有其相对独立性。
中国在市场化的起点、过程和进展等方面在城乡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
素的市场化在农村与城市不是同步的。
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市场化程度进行独立研究。

　　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中国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研究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城市或整个国民经济
的市场化之间的差距，即是领先还是落后于城乡市场化进程，距离有多大，从而为消除二元结构、统
筹城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二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研究市场化改革在农村不同领域所取得
的不同进展，衡量不同领域的改革成果，以明确市场化改革在哪些领域已完成或已取得重大成就，在
哪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进展或有待突破，从而明确农村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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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相比，我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则滞后很多，长期以来，棉花购销实行&ldquo;
三不&rdquo;政策（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经营，不放开价格），棉花流通中垄断色彩更浓。
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8年中国开始了棉花流通体制改革。
　　199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
国家在管好棉花储备、进出口和强化棉花质量监督的前提下，完善棉花价格形成机制，拓宽棉花经营
渠道，转换棉花企业经营机制，降低流通费用，建立新型的产销关系。
针对棉花收购市场秩序混乱，棉花质量问题严重等问题，2000年国办发出《关于立即开展棉花打假专
项行动的紧急通知》，开展了一次打击棉花掺假的专项行动。
为了巩固打假成果，2001年1月，国办又发出《关于开展棉花质量和市场管理检查的紧急通知》，再次
开展全国性的棉花质量和市场管理检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同年8月和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和《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
法》，从制度上加强了棉花质量监管，规范了棉花流通市场准入条件和主体行为。
2003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对棉花质量检验
体制进行了规范。
　　关于供销社棉花企业改革，199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ldquo;各
地供销社棉花企业都要适应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要求，面向市场，在经营体制上与供销社彻底分开，成
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要实行棉花储备与经营分开，棉花收储和籽棉加工业务与多种经营分开，供销社棉花企业的多种经营
要设立独立法人，单独在商业银行开户，不得占用棉花收购贷款。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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