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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
农业要从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中走出来，必须实行产业化经营，逐步建设现代化农业，才能有竞争力
。
　　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解决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矛盾和问题，使中
国农业走出一条既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又能够克服原来分割的小农经济的缺陷，过渡到农业社会化
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又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经
济动因。
　　利益分配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
建立相对稳定的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出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多形式、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既有经营层面的结合
，也有产权层面的结合；既有松散型，也有紧密型。
　　目前国内外有关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宏观分析比较成熟，个案分析和
典型调查也有一定分量和数量，对策研究较多。
但是，有关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问题的理论分析不够，特别是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
特殊性分析比较少，而且系统分析不够，以前的研究侧重于某一个方面，缺乏系统的概括和科学的归
纳，缺乏对各种联结方式及机制的成因、适用条件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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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农业产业化利益机制的角度解释了城乡统筹的经济驱动力，分析了农业产业化对于解决“
三农”问题所具有的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以及农业产业化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书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利益机制的影响与制约因素，并分
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力图构建比较系统完善的农业产业化利益机制理论，为制定和完善农业产业
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特别研究了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北省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须要
进一步构建更加合理、更加稳定、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推动湖北
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新世纪中部的崛起提供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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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公共政策及其他　　1.政府的扶持及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一般来说，如果政府制定的政
策稳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那么农户就必然会积极发展生产，反之，政府制
定的政策如果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农户就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表现出犹豫、保守的倾向。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地方政府为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有些项目短时间为农民
增加了一些收入，但由于这些决策不是农户自主决策的，不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伤害了农民的积极
性。
　　从调查情况来看，不到半数（47.6％）的农户觉得龙头企业维护农民利益，农民得到了实惠，而
超过半数（52.4％）的农户觉得龙头企业做得不到位，这与企业问卷里面的企业100％履约及做了大量
的服务工作似乎不符。
这说明企业还没有真正被农户所接受。
　　而政府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同，调查表明，76.2％的农户没有了解到有关龙头企业的
政策，61.9％的农户认为政府部门没有提供任何服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
的积极性。
　　2.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我国推广服务体系的建立起源于国家计划经济年代，那时从中央到省、
市、县乃至乡镇都曾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各县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设相应的技术指导站，乡镇有农业技术推广站，通过这样一种由上而下
的网络负责农业新技术（品种）的推广。
每一项新的技术要经过严格的试验、示范，技术可行性分析，适应区域确定，然后在适应区域推广。
经过严格的试验、示范、推广程序推广的农业新技术（品种），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问题，对农业生
产中增加产量、改进品质、提高抗病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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