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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三化”互动研究：基于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综合分析县域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县域范围内从区域视角（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产业视角（农业
现代化）两个独特的视角层面讨论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建立它们之间关系模型，试图更深入地探索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期在推进“农三化”上寻求突破，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寻求辽宁县域经济与“农三化”联动的最佳路径，发展辽宁县域经济，为东北老工业振兴作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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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敖丽红，（1968.8-），女，满族，渤海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从事区域经济、工商管理研究。
参与国家级、省级项目近10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三化”互�>>

书籍目录

绪论一、研究目标二、研究方法三、主要内容四、理论创新五、实际应用价值第一章　县域经济发展
的基本理论分析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性质与特征一、县域及县域经济二、县域经济的性质三、
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县域经济要素、类型及发展特征一、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素二、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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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第四节　我国县域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一、我国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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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三节　农村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一、农业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二、农村工业化对县域经济发
展的意义三、农村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第三章　县域经济与农村城镇化第一节　城镇化内涵、本质及其
理论分析一、城市化及城镇化的内涵二、城镇化理论及其演变三、城镇化的本质及生成机制⋯⋯第四
章　县域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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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县域范围，劳动力的转移有赖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从低生
产率的农业劳动部门转移到城镇的高生产率的工业、服务业，从而促进县域的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分析，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
产率部门，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总生产率。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而劳动力则十分丰富
，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然非常低，甚至有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
率低到零，即什么也不生产。
因此，农村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业部门就业，将会增加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
总量。
据统计：现在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1.5亿左右，农产耕种19.35亿亩，每户不到8亩地，农产从土地
上获得的经济剩余较少，甚至遇到灾害时没有剩余。
可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势在必行。
从需求增加的角度分析，中国30%的城镇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70%，70%的农村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
的30%。
一个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和一个市民的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是1：3-1：3.5。
因此，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0%），将会使中国总的市场需求有一个较大的
增加，进而拉动宏观经济的强劲增长。
有关学者的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创造数千亿元的需求，GDP达到1-2个
百分点的增长。
同时，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工业化将大量的乡村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镇人口。
推进农村城镇化，就是将这部分农民转入城镇就业、定居和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相对集中。
城镇人口增加和乡镇企业相对集中，使城镇规模扩大，这是城镇极化作用的结果。
极化作用使城镇及县域周围的生产要素集中，导致人口、资本、资源向城镇集聚。
从而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说，推进农村城镇化，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有力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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