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知识综合四》考试大纲（农村与区域发展方向）

《农业综合知识四》涵盖《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和《发展经济

学》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农业经济学》

章次 内 容

导论
第一节 农业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农业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节 农业的概念与特点

第二节 农业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章 农业组织制度

第一节 制度理论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农地制度

第三节 中国农业组织制度的演变

第三章 农业家庭经营

第一节 有关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

第二节 农业家庭经营的必然性

第三节 中国的农业家庭经营

第四节 农业规模经营

第四章 农业合作经济

第一节 合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农业合作社的原则与作用

第三节 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第五章 农业产业化经营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概述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机制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第六章 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阶段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

第三节 农业信息化

第七章 农业产业结构与布局

第一节 农业产业结构概述

第二节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三节 农业生产布局

第八章 农业支持与保护
第一节 农业支持保护概述

第二节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第三节 农业保险

第九章 农业土地与水资源

第一节 农业自然资源

第二节 农业土地资源

第三节 农业集约经营

第四节 农业水资源

第十章 农业劳动力资源

第一节 农业劳动力资源概述

第二节 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利用

第三节 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第十一章 农业中的资金

第一节 农业资金概述

第二节 财政农业资金

第三节 农业信贷资金

第四节 农业资金的运动

第十二章 农业科技进步

第一节 农业科技进步概述

第二节 农业技术创新

第三节 中国农业的科技进步

第十三章 农产品运销与市场

第一节 农产品运销

第二节 农产品批发市场

第三节 农产品零售市场

第四节 农产品期货市场

第十四章 农业开放与国际化

第一节 国际分工原理

第二节 WTO 农产品贸易规则

第三节 我国农业的国际化

第二部分：《农业政策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政策与政策科学

第二节 农业政策的本质及内涵

第三节 政府、市场与农业政策

第四节 本书的框架



第二章 农业政策的经济原理与方法

第一节 农业政策与经济理论

第二节 农业政策的分析方法

第三章 农业政策的制定

第一节 农业政策问题的确定

第二节 农业政策目标

第三节 农业政策手段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第四节 农业政策方案的论证与决策

第四章 农业政策的执行过程

第一节 农业政策执行的背景分析

第二节 农业政策执行的含义与理论模型

第三节 农业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第四节 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

第五章 农业政策的评估及调整

第一节 农业政策评估的原则、内容和指标体系

第二节 农业政策评估的方法与程序

第三节 农业政策的调整

第六章 农业结构政策

第一节 农业区域结构政策

第二节 农业部门结构政策

第三节 农业经营规模结构政策

第七章 农业组织政策

第一节 农业组织政策及其目标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组织政策的演变



第三节 农业组织政策的创新

第四节 农业组织创新的政策思路

第八章 农业土地政策

第一节 土地问题及农业土地政策目标

第二节 农业土地所有政策

第三节 农业土地使用政策

第四节 土地赋税政策

第九章 农村劳动力政策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政策目标

第二节 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

第三节 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政策

第十章 农业科学技术政策

第一节 农业科学技术政策概述

第二节 农业科学技术体制政策

第三节 农业技术政策

第十一章 农产品市场与价格政策

第一节 市场与价格政策的内容

第二节 农产品国内价格政策

第三节 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

第四节 农产品市场结构政策

第十二章 农业资金政策

第一节 农业资金的作用与投入

第二节 农业资金政策的一般内容

第三节 中国的农业资金政策



第十三章 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第一节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第四节 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保护政策

第十四章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政策

第一节 中国农村人口政策

第二节 中国农村教育政策

第三节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

第三部分：《发展经济学》

参考书目：《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编写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8 月。

复习内容：

绪论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三、学习发展经济学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四、本教材的主要特点与框架结构

第一篇总论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与发展经济学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及其基本经济特征

一、发展中国家的由来与分类

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第二节 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一、发展中经济

二、中等收入经济

三、大国经济

四、转型经济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与演变

一、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三、发展经济学的当代发展趋势

第二章 发展的概念与度量

第一节 增长与发展的概念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

第二节 自由与发展

一、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观

二、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

第三节 增长与发展的度量

一、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及其缺陷

二、发展的度量指标与人类发展指数

三、各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动态变化

四、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动态变化

五、人类发展指数的缺陷及其扩展



第四节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

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三、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节 发展目的论与全面发展观

一、发展目的论

二、全面发展观

第二节 发展阶段论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

三、全面小康之后“两步走”发展战略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及其转化

第三节 发展要务论与发展动力论

一、发展要务论

二、发展动力论

第四节 发展方法论

一、发展战略转换论

二、四化同步发展论

三、发展方式转变论

第五节 新发展理念

一、新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二、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容



三、新发展理念的整体观与系统论

四、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贡献

第二篇 增长与分配

第四章 经济增长

第一节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三、新经济增长模型

四、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融合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

一、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三、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勢论及其发展

四、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与理论阐释

第三节 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动力因素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第五章 公平、分配与贫困

第一节 公平与发展

一、公平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二、马克思的公平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一、收入分配的概念与度量方法

二、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三、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中国高速增长下收入分配变化趋势

第三节 贫困与反贫困贫困

一、概念及其演变

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

三、级解贫困状况的各种途径

四、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经验与未来任务

第三篇 结构转变

第六章 二元经济发展

第一节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二、拉尼斯—费模型

三、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评价

第二节 乡-城人口流动模型

一、托达罗模型

二、托达罗模型的政策意义

三、托达罗模型评价

第三节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变



一、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与动因

三、乡-城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与主要特征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其政策思路

第七章 工业化与信息化

第一节 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变

一、产业结构分类与工业化定义

二、工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分析

三、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演进

第二节 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一、平衡增长与大推进战略

二、不平衡增长与联系效应理论

三、主导部门优先发展战略

第三节 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

一、新型工业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

二、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三、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的新特征

第四节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与转型升级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二、中国工业化过程与发展战略的选择

三、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四、中国信息化发展及其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第八章 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第一节 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

一、工农业相互关系理论

二、工农业相互关系的演进

三、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农业的发展道路与转变

一、资源禀赋与农业的发展道路

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三、中国的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三节 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的土地制度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及其变革

三、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四、土地制度与农场规模

五、中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农业发展政策

一、农村金融制度与政策

二、农产品价格政策

三、农村公共投资政策

四、农业科技和教育政策



五、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

第九章 城市化与城乡发展

第一节 城市化与工业化

一、城市化的含义和城市化过程曲线

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三、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平衡的表征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城乡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趋势

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三、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中国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演进

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

二、中国城乡发展关系的演进

三、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各种表现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十章 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二、增长极理论

三、梯度转移理论

四、空间经济理论



第二节 中国区域发展过程和战略的演变

一、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过程及其原因

二、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演变

三、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四篇 发展要素

第十一章 人口与人力资源

第一节 人口与发展

一、发展阶段与人口转型

二、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分析

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四、转型中的人口红利

五、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失业

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二、发展中国家失业的多样性

三、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及其原因

四、发展中国家全面城乡就业战略

第三节 人力资本形成

一、人力资本概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战略

三、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



第十二章 资本形成与金融发展

第一节 资本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资本与资本形成概念

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中国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新时代投资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来源与途径

一、储蓄类别及其决定因素

二、发展中国家储蓄的来源与途径

三、中国高储蓄率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三节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金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

三、金融自由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中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十三章 技术进步与创新

第一节 技术进步的含义及其分类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

二、技术进步的分类

第二节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技术进步的度量方法



二、技术进步贡献的实证分析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实现途径

一、技术进步原理：创新与扩散

二、技术转移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

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和技术提升战略

四、发展阶段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换

第四节 中国技术进步方式与创新驱动发展

一、实现技术进步方式的争论与现实选择

二、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转换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四、中国创新型国家的构建

第十四章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资源与经济发展

一、自然资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荷兰病”与资源诅咒论

三、自然资源的耗竭和合理利用

第二节 环境与经济发展

一、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三、环境退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四、环境治理的对策思路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

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

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与有效机制

四、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思路

第五篇 开放发展

第十五章 国际贸易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

一、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论

二、剩余出路论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理论与实践

一、贸易自由化理论及其批评

二、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外贸与经济的影响

三、中国贸易自由化体制改革与外贸的迅速发展

第三节 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

一、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与政策

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政策

三、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协调

四、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演变

五、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格局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作为外贸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十六章 国际投资

第一节 外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外资概念与分类

二、两缺口模型及其评价

三、双盈余模型与对外投资理论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借款与债务危机

二、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

第三节 中国的外资引进与对外投资

一、中国引进外资的策略与政策

二、中国外资引进的规模与结构

三、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四、中国对外投资趋势与动因

五、开放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

第六篇 制度、市场与政府

第十七章 制度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度

一、制度的本质与起源

二、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三、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体制改革的意义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一、制度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三、产权、契约与企业制度

四、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评论

第三节 中国的体制改革与转型

一、中国体制改革与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二、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新时代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第十八章 市场与政府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市场失灵

一、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

第二节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二、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健全

三、部分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四、促进长期增长

第三节 政府失灵与政府效率的提升

一、政府失灵的各种表现与产生的原因

二、政府提升效率的能力与条件

三、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第四节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新时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