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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经营管理（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gribusiness）是对农业企业整个生

产经营活动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企业成员进行激励，以实现其任

务和目标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时

调整上层建筑，使供、产、销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密切配合，人、财、物各种要素合理

结合，充分利用，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

品。该课程阐述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运作技术,从企业战略、

企业资源、企业运营、企业发展等方面,对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构架体系进行了重

新设计,建立了总论、经营谋划、资源管理、生产管理、分类管理和营运分析的农业企业

经营管理学新体系。本校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是该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程，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教学理念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体，关注每一位学生成长

和发展，构建新型、高效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热情和创造性，主动参与到课程教学过程中来，增强学习效果，引导学生树立

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1.1 关注学生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偏好转变，将来的人才必

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即整合能力、适应能力、交际能力、反挫折能力和专业能力。

这就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在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多元化教

学方法训练学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在对所有同学统一提供共同教学内容的

同时，关注学有余力学生的个性发展。在课程教学中留出部分自学的内容，给予学生一

些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激发他们的探知兴趣、激

情、自信、责任感和创造力，培养多样化的人才。

1.2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

有效教学指的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遵循一定的教育教学规律，采用各种方式和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1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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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教学设施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实现特定

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活动。“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是一门实践性强的管理学课程，不可能通过实验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该课程领域不断产生新情况、新经验和新理论。现有的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教材中某些内容就显得不足和落后，某些理论尚处于探讨之中。如果在教学中单纯讲

理论，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同时，觉得知识过时，学习这门课程没意义。本课程将构

建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兴趣、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参与

到教学过程中来，变被动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既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教学任务，较好地实现具体的教学目的，又能使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

实现高效低耗。

1.3 关注教学的策略

教学策略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特定的目标，依据教学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

学生的实际，对所选用的教学顺序、教学活动程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媒

体等的总体考虑。即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中使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在“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中，构建“计划科学、方法多样、手段先进”的教学

模式。

（1）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实施计划或方案，并转化为教师与学生

的具体行动。同时，我根据对教学的进程及其各种要素的认识反思，及时把握教学过程

中的各种信息，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的进程及师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推进教学的展开，

向教学目标迈进。

（2）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将课堂讲授、案例教学、观看教学录像、自学+重

点讲解和答疑、课堂讨论、辩论赛、模拟实习、参与课题、基地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比如，根据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点，通过创建模

拟实验室、建立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和开展社会调查，形成“课堂讲授—模拟实验—社会

调研”相结合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将抽象的区域经济理论与实际问题、

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让学生多动口、多动手、多动脑，激发学生、教师的双向信息交流，

教与学互动，相得益彰。锻炼学生口头表达、书面语言、查阅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3）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和生动教学内容。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3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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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现文字、动画、声音、图象视觉等的有机相结合。该课程全部制作了多媒体教

学课件，包括大量的图片资料，生动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案例。在讲课过程中保持一定

量的板书，将板书与 PPT和电视录像片等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教学方法与现

代教学手段的优势互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扩大学生视野。

1.4 关注教学价值观

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教学中的体现，其实质是关注人。关注

人（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关注学科（关注知识、技能与过程、方法）是教学中

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它表现为乐学与学会、会学的关系；从教师

的角度来说，它表现为教书与育人（教知识与教做人）的关系；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它

表现为认识与情感的关系。在“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中，贯穿“一切为了每一

位学生的发展”的核心理念。具体为：第一，关注每一位学生，尊重、关心、牵挂他们，

关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第二，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孔子说：知之者莫

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教师用心施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不做学科体

系的传声筒。用“心”施教体现着教师对本职的热爱，对学生的关切，体现着教师热切

的情感。第三，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课堂不仅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更

是人性养育的圣殿。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和展示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

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

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人格的健全

与发展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变得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同情心，越来

越有责任感，越来越有教养。同时，我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完善自己。

2．课程描述

2.1 课程的性质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阐述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运作技术,

从企业战略、企业资源、企业运营、企业发展等方面,对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构架

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建立了总论、经营谋划、资源管理、生产管理、分类管理和营运分

析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新体系。它既是管理科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一门

企业管理学学，在管理学中居于重要地位。

2.2 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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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

学的某些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实践，全面阐述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的基本原理，综合分析现实经营谋划、资源管理、生产管理、分类管理和营运分析问

题及对策，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并且初步具有市场分析的能

力，为学生从事农业企业经营谋划、资源管理、生产管理、分类管理和营运分析提供系

统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因此，是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作用：企业管理是 21世纪的核心问题，深刻理解和系统掌握理论及其应用，从而

培养学生运用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研究和解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能力，并为学

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对于学生今后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2.3 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1）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经营方式的改革；

（2）农业生产资源的利用与管理；

（3）农业产业化经营；

（4）农产品质量管理；

（5）农产品营销管理；

（6）农业生产经营成果核算与生产经营活动分析；

（7）农业生产经营的相关法律；

（8）农业生产经营思想。

2.4 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具备经济

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问题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农业科学知识，掌握农

村区域发展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各类相关企业、教学与科研单

位等从事规划设计、经营管理、推广咨询、教学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等农村发展战略，

农产品营销、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利用等经济管理现象，都与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密

切相关。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必须熟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并会运用相关理论分

析、解决现实中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因此，必须要学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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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简介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黄元斌，副教授，硕士。

3.2 教育背景

1991年—1994年，在乐山师范学院数学教育专业学习。

2002年—2005年，在西华师范大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

究经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等。

3.3 研究兴趣（方向）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金融学。

4．先修课程

（1）经济学。

（2）会计学。

（3）统计学。

（4）管理学

5．课程目标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是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系统阐述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反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介绍国

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它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其主要作用和任务是通过向

学生进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管理素质和管理技能,

提高管理现代农业企业的水平和效率，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5.1 知识与技能方面

让学生掌握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规律，了解我国农

业企业经营管理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问题，认识到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重要性，学到

解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因此，本课程的授课设计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

教学相结合，既培养学生的潜在的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创新意识，又培养学生

对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及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应用能力。



6

5.2 过程与方法方面

我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讨论、指导学生做

调研、学长指导、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调查等方法，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训练，

将抽象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让学生所学知识跟上

时代，分析和理解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密切相关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理论，让学生打下

坚实的基础。

5.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四川理工学院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生源有很大部份来自农村，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感

情。而目前我国的农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是关系农村发展的一个大问题。通过“农

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与训练，激发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增强对农业、

农村、农民的感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区域伦理观，能正确看待、分析和解决农村农

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6．课程内容

6.1 课程的内容概要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是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本教材抓住了现

代农业管理思维和实践的精髓，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尤其是引人大量的案例，使其内容准确清晰，层次分明，易于理解和

掌握。

本教材共计 12 章，主要内容包括：导论、农业经营制度与组织形式、农户家庭经

营及家庭农场管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管理、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公司管理、农业企业

战略管理、农业企业生产组织与管理、农业企业、品质量管理、农业企业要素管理、农

业企业营销管理、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发达国家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简介。

6.2 教学重点、难点（详见教学过程）

6.3 学时安排

课程总学时：32学时 其中理论教学：32学时，实验：0学时

序号 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导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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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经营制度与经营组织 2

3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2

4 农业产业化组织与运行 2

5 农业公司组织与管理 2

6 农业企业战略管理 3

7 农业企业产品决策与投资决策 3

8 农业企业要素管理 3

9 农业企业生产组织与管理 3

10 食品安全与农业企业产品质量控制 2

11 农业企业环境管理 2

12 农业企业营销管理 2

13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 2

14 农业企业国家化经营 2

15 发达国家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简介 1

合计 32

7.课程教学实施（见教学过程）

7.1 单元教学日期

7.2 单元教学目标

7.3 单元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7.4 单元教学过程

7.5 单元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讨论与探究法、自主学习法、实验与演示法等。

7.6 单元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7.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教师、学生）

7.8 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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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生课程学习要求

8.1 学生自学的要求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短短 32学时课堂教学，我把农业企业经营管

理课程必须要了解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案例讲解给学生。部分内容，由于学时限制，需要

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学习，但是，学生要理解、掌握土地经济原理，必须要课外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深入学习。看经典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名著、看相关期刊、电子文献等，增强

学术修养，把握学科前沿。要求课后及时复习当天所学内容，课前预习将要学习内容。

8.2 课外阅读的要求

学生往往具有极大的阅读热情，但面对大量的读物，缺乏选择的能力。在授课过程

中，我结合教学内容推荐一些适合的读物。这些读物大多应为土地经济学名家撰写或主

编，能够体现土地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而不会产生误导），同时又深入浅出，贴近现实

（而不会使读者畏惧）。如：标志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经

济学家伊利和莫尔豪斯合著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原理》、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除了推荐教材外，学生要阅读推荐的期刊，如：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土地科学、经济研究等。学生可以到学校图书馆、经管学院资料室阅读纸质文献，

也可通过网络查阅电子文献，拓宽视野。学生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记录有价值的知识

点、养成写读书报告的习惯，积累专业知识。

8.3 课堂讨论的要求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快速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我设置了课堂讨论环节。

讨论主题或题目，根据建国后经济政策和经济问题设置，可以是视频、图片、文字材料

等。教师点名回答的，不加分。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学生发言时，教师很快把答案要点

写在黑板上，最后再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掌握讨论的知识

点。我当场记下学生的名字，加分，欢迎学生随时查阅监督。

8.4 课程实践的要求

鼓励并支持学生参加我或者其他老师的科研项目、学生自己申报大学生创新基金、

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挑战杯”竞赛社会调研、实习基地调研等，增强感性

认识，将所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经济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提高交际能力、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指导学生选题、查阅文献、设计问卷、整理调查数据资料、处理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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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撰写调研报告等。专业实习时，要求学生专业对口，到农村或对口农林部门实习，

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

9．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规程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相结合方式。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平时成绩 30分，由出勤、课堂提问、实践、讨论、作业、论文、调查报告等构成。

出勤 10分，迟到（或早退）1次扣 2分；旷课 1次扣 5分；

指定所有同学必须参与的课堂讨论或主题发言 10分，视参与情况和效果打分；

作业 2次，每次 10分。作业可以是论文、调查报告或作业题等多种形式。

非指定课堂讨论，学生主动参与讨论，加分，发言 1次单独加 1分，记入总分，直

到加到满分为止。

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最终成绩 ＝平时成绩（30%）+期中考试卷面成绩（2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50%）

9.3 考试形式及说明（含补考）

考试分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两次

期中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分数总分 100分，按照 20%折算计入总成绩。在学完第

十教学单元（土地规划利用）后进行。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分数总分 100分，按照 50%折算计入总成绩。

补考为闭卷考试。下一学期开学前考试。计算方式同正考。

10．学术诚信规定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

考试违规或作弊，按照《四川理工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处理办法》，报学校相

关部门处理。

10.2 杜撰数据、信息等

对于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杜撰数据、信息等学术不端行为，影响不严重的，

教师对其进行批评，并责令其改正；造成恶劣影响的，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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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学术剽窃等

对于学术剽窃等学术严重不端行为，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11．课堂规范

11.1 课堂纪律

学生要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到教室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上课时，不说

话，不玩手机，不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手机设置为“静音”状态。

11.2 课堂礼仪

学生要注重仪表，衣冠整齐到教室上课。不穿拖鞋、背心进教室，不得在教室内抽

烟。保持教室整洁，不随意吐痰、乱丢果皮、纸屑，严禁在桌椅上刻画；爱护教室内的

公共设施，不得搬走桌椅、不得取走教室电器设备等，损坏公物照价赔偿。

12．课程资源

12.1 教材与参考书

（1）教材：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王钊主编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第一版），具

有权威性，体系完善，内容全面，融入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2）参考书：

[1] 周诚.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原理.商务印书馆，2003

[2]［美］雷利·巴络维.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不动产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刘书楷.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12.2 专业学术专著

[1] 肖兴政，陈一君.管理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 蔡根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申文青.《现代企业管理》[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雅鹏.现代农业经济学（第 3 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http://www.lib.sicau.edu.cn/gdlisweb/otherresult.php?publishtion=商务印书馆
http://www.lib.sicau.edu.cn/gdlisweb/otherresult.php?publishtion=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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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钊.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12.3 专业刊物

[1] 中国农村经济；[2] 农业经济问题；[3] 中国土地科学；[4] 中国农村观察；[5]

农业技术经济；[6] 农村经济；[7] 农业现代化研究；[8] 中国土地；[9] 农业经济；[10]

世界农业；[11] 调研世界；[12]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13] 资源科学；[14]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12.4 网络课程资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http://www.mlr.gov.cn/index.jsp

各地政府网站

中国企业报 http://www.cug.edu.cn/cugnews/2ddbd/guotuzyb/

中国农业报 http://www.zgfdcb.com/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http://www.calre.net.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http://www.cin.gov.cn/

四川理工学院 http://61.139.105.132/z_ncqyfz/

12.5 课外阅读资源

[1] 肖兴政，陈一君.管理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 蔡根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申文青.《现代企业管理》[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雅鹏.现代农业经济学（第 3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5]王钊.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6]关键是龙头企业带动——对井研县探索丘陵县域经济发展路子的调查[J]. 杨新

元. 农村建设. 2003(12)

[7]创新农村经营体制中的政府行为[J]. 雷俊忠. 农村经济. 2003(11)

[8]农业经营体制的一项重要创新——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J].

张仁寿,蔡元杰. 农业经济问题. 2003(09)

[9]试论中国农村制度创新[J]. 彭秋莲. 农业经济. 2003(08)

[10]新世纪的“三农”问题[J]. 陈锡文. 上海农村经济. 2003(08)

[11]关于组织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的缺陷及其超越[J]. 朱启才. 经济问题探索.

http://www.mlr.gov.cn/index.jsp
http://www.cug.edu.cn/cugnews/2ddbd/guotuzyb/
http://www.zgfdcb.com/
http://www.calre.net.cn/
http://www.yanjiao.gov.cn/enterprise/other/jyy/jyy.htm
http://www.c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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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7)

[12]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金融支持[J]. 张蕊. 理论与改革. 2003(04)

[13]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J]. 雷俊忠,陈文宽,谭静. 农业经济问题.

2003(07)

[14]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5]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朱道华.农业经济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17]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8]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营销现状与发展策略[J]. 周婷.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1(15)

[19]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营销模式 [J]. 王晓征 .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 ).

2010(12)

[20]企业国际营销模式选择 :标准化或者适应性?[J]. 张峰 ,吴晓云 . 软科学 .

2010(08)

[2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与演变分析——基于 TOPSIS方法的实证研究[J].

袁晓玲,仲云云,郭轶群. 经济问题探索. 2010(02)

[22]海尔出海之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分析[J]. 冯小芩. 现代商业. 2009(24)

[23]国际营销渠道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以海尔的国际营销选择为例[J]. 王

敏. 现代商贸工业. 2009(14)

[24]营销组合理论的回顾与展望[J]. 谢春昌. 商业研究. 2009(03)

[25]营销渠道设计的几点思考[J]. 李明生,黄忠. 企业家天地. 2008(06)

[26]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模式选择策略分析[J]. 赵学礼,崔树军,许长勇,李风华. 江苏

商论. 2008(01)

[27]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营销战略分析 [J]. 田梦飞 .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

2005(03)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

[29] Van Meijl, H.etc,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policy environments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Europe.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May2006, Vol. 114 Issue 1, p21-38.

[30] Riveira etc, A review of rural land-use planning models. Environment & Plannin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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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 Design, Mar2006, Vol. 33 Issue 2, p165-183.

[31] WECD.Our common future.Oxford Univ.Press,1987

[32] FAO.FESLM: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World Soil Resources Reports. 1993

[33] UNEP.Social aspects of sustainable dryland management.John Wiley & Sons.New

York.1995

[34] Meadows D. H. The Limits to Growth. Pan Books.London.1972

[35] Goldsmith E.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Ecosystems LTD.London.1972

[36] Mann R.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Action Plan for Phase I.Scope

Report 3,Toronto, Canada.1987

[37] Dovring, Rolke, Land Economics, Boston: Breton, 1987

[38] Edwin S. Mills and Bruce W. Hamilton, Urban Economics,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 Co., 1984

[39] Richard B.Andrews, Urban Land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40] Michael Goldberg and Peter Chinloy, Urban Land Econom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4

[41] Graham Hallett, Urban Land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9.

[42] Dendoncker, Nicolas etc, Spatial analysis and modelling of land use distributions in

Belgium. Computers, Environment & Urban Systems, Mar2007, Vol. 31 Issue 2, p188-205

[43] Weimer, A. M.. A Not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Land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al Estate &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Fall84, Vol. 12 Issue 3, p408-416.

[44] Roulac, Stephen E etc, Evolving Research Priorities: The Contents of Land

Economics. Land Economics, Nov2005, Vol. 81 Issue 4, p457-476.

[45] Delahaye, Olivier. Some Questions About Land Economics, Land Economics,

May99, Vol. 75 Issue 2, p327-332.

[46] Vaughn, Gerald F.. Ely, Wiley, and land economics in the integrating global

economy. Land Economics, Nov93, Vol. 69 Issue 4, p438.

[47] Wu, JunJie; Cho, Seong-Hoon，The effect of local land use regulations on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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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Jan2007,

Vol. 37 Issue 1, p69-86.

[48] Ciaian, Pavel; Swinnen, Johan F. M, Land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Impacts in the New EU Member States: A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ov2006, Vol. 88 Issue 4, p799-815.

[49] Livanis, Grigorios etc, Urban Sprawl and Farmland Pr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ov2006, Vol. 88 Issue 4, p915-929.

[50] McMaster, Robert; Watkins, Craig. Economics and underdetermination: a case study

of urban land and housing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2006, Vol. 30

Issue 6, p901-922.

13．其他必要说明（或建议）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学科，实践性很强，要求学生在学习中理

论联系实际学习。为此，我将在教学中结合国家政策、联系现实区域经济现象，采用案例

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易于被学生理解。同时，我设置了一个项目，“主题发言”，要求学生

关注土地热点问题，每人必须到讲台上作 3-5分钟主题发言，培养学生的现实敏感性、语言

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本项目实施情况记入平时成绩。

14．学术合作备忘录（契约）

本课程我与学生均需要认真阅读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并就如下条款达成合意。

14.1 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我与学生均已经完全阅读了本教学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每一个条款，并充分理解该

实施大纲（含附件）的内容与精神，对于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含附件）的理解均清晰、

明确、一致。

14.2 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我与学生基于前述 14.1条的理解，就此达成合意，各方均同意遵守本科课程实施大纲

（含附件）中阐述的标准、期望以及具体条款要求，愿意按照该大纲（含附件）的所有要

求严格执行，确保执行效果符合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标准。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实施大纲

（含附件），愿意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造成损失的，愿意进行相应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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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学过程

本课程共 48 学时，分为 24 次授课，每次课 2学时，故将每个教学单元确定为 2学

时。学时分配：课堂讲授 43 学时，课堂讨论 5学时。

本课程教学实施包括：每个教学单元（每一次课或每一讲）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课前准备（教师、学生）、作业安排、参

考资料。进度安排若无特殊情况按下面计划执行，若遇特殊情况可能会根据实际授课情

况小幅度调整。每一讲教学实施的详细情况如下。

第一章 农业企业的类型与经营形式

教学日期

教学学时：4学时

1、教学目标：理解农业的属性和特征；明确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内涵；把握农业企业

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农业的属性和特征；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内涵 教学内容：

2、主要内容：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农业的产业属性及其地位

一、农业产业的概念与特征

二、农业的战略地位及多功能性

第二节 农业产业组织的特点及管理

一、农业产业组织的内涵及特殊性

二、农业产业组织的宏观调控

第三节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基本概念

一、农业企业的特征与类型

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第四节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及内容

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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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四、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3、作业或报告：

（1）农业产业的属性与特征？

（2）如何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3）什么是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具有哪些特征？

4、实验：无

5、本章参考文献

[1] 肖兴政，陈一君.管理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 蔡根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申文青.《现代企业管理》[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雅鹏.现代农业经济学（第 3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5]王钊.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6]关键是龙头企业带动——对井研县探索丘陵县域经济发展路子的调查[J]. 杨新元.

农村建设. 2003(12)

[7]创新农村经营体制中的政府行为[J]. 雷俊忠. 农村经济. 2003(11)

[8]农业经营体制的一项重要创新——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J]. 张仁

寿,蔡元杰. 农业经济问题. 2003(09)

[9]试论中国农村制度创新[J]. 彭秋莲. 农业经济. 2003(08)

[10]新世纪的“三农”问题[J]. 陈锡文. 上海农村经济. 2003(08)

[11]关于组织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的缺陷及其超越[J]. 朱启才. 经济问题探索.

2003(07)

[12]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金融支持[J]. 张蕊. 理论与改革. 2003(04)

[13]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J]. 雷俊忠,陈文宽,谭静. 农业经济问题.

2003(07)

[14]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村民经济的发展[J]. 刘奇中. 经济前沿. 2003(06)

第二章 农业经营制度与农业组织

1、教学目标： 理解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经营组织的内涵；了解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经

营组 织的变迁历程；掌握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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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经营组织。

教学难点： 如何完善农业经营制度

2、主要内容：

第二章 农业经营制度与组织形式

第一节 农业经营制度

一、农业经营制度的内涵及制度基础

二、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演变和现状

第二节 农业经营组织

一、农业经营组织与经营制度

二、农业经营组织与经营形式

第三节 农业组织形式

一、农业组织形式的比较

二、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的现状

三、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3、作业或报告：

（1）什么是农业企业经营制度？如何理解农业企业经营制度的内涵？

（2）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制度有哪些特征？

（3）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企业经营制度的变迁？

（4）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朱道华.农业经济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第三章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1、教学目标：了解我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特

征； 掌握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思路。

教学重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特征；了解我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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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如何完善掌握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思路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特征（1 学时）

第二节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1 学时）

第三节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完善（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2）合作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3）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合作社要坚持这些基本原则？

（4）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给我们什么启示？

（5）我国现阶段主要有哪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其发展状况怎么样？

（6）我国现阶段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困难有哪些，解决的途径什么？

4、实验：无

5、参考文献

1.李星字.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

2.(德)布林克曼.农业经营经济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第四章 农业产业化组织与运行

1、教学目标：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类型及其特征；

掌握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运行机制。

教学重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运行机制。

教学难点：如何培育农业产业经营组织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合作经济与合作经济组织

一、合作经济的本质与类型

二、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第二节 农业合作经济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农业合作经济的概念和功能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及其特殊性

第三节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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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及其特点

第四节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改革和完善的思路

案例分析 四川泸州：合作社搭台引路，水产业发展提速。3、作业或报告：

（1）什么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它有哪些基本特征？

（2）论述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

（3）农业产业化有哪些经营模式，分别叙述各自特点？

（4）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机制的含义是什么？

（5）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机制的内容是什么？

（6）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应具备哪些条件和素质，举例说明？

（7）应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牛若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万宝瑞.农业产业化经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3.刘继芬.农村发展与合作经济:中外农业合作经济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科技出版.1993

第五章 农业公司组织与管理

1、教学目标：了解发展公司化农业的重要性；理解农业公司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掌

握农业 公司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农业公司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教学难点：农业公司的管理创新

2、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司化农业与农业公司（1 学时）

第二节 第二节 农业公司地组织类型与特征（2 学时）

第三节 第三节 农业公司的运行与管理（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什么是公司化农业？公司化农业与农业公司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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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公司的组织类型主要有哪些？试比较其异同？

（3）分析我国农业公司的产权制度及其功能？

（4）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农业公司在发展中应如何进行管理创新。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杨名远.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袁若飞.农村企业经营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蔡根女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姜克芬等.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六章 农业企业战略管理

1、基本要求：了解农业企业环境的生存；理解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内容；

掌握农业企业经营决策的方法。

教学重点：介绍农业企业的经营环境；农业企业经营战略和经营决策教学难点：

掌握农业企业经营决策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的经营环境（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的经营战略（1 学时）

第三节 农业企业的经营决策（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如何理解农业企业经营战略？它有什么特点？

（2）农业企业环境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3）农业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一体化战略？

（4）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类型主要有哪些？

（5）农业企业在规模经营上有何特点？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邵一明.农业企业战略管理.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

2..安忠等.现代农业企业管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3.杨名远.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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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若飞.农村企业经营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第七章 农业企业产品决策与投资决策

1、基本要求：了解农产品决策的重要性；理解农业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原则；掌握农

业企业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与投资决策的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农业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原则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产品结构调整优化掌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产品决策（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原则与方法（2 学时）

第三节 农业企业投资决策（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产品决策的重要性是什么？

（2）什么是线性规划法，其重要内容是什么？

（3）农业企业投资的特点是什么？

（4）简述农业企业投资方案评估的内容？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姜克芬等.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魏杰.现代企业管理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王静刚、顾海英.现代农业企业管理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第八章 农业企业要素管理

1、基本要求：了解农业企业要素的构成以及各个要素的特征；理解并掌握土地、物资、

劳动力等有形要素管理；掌握技术、信息等无形要素管理。

教学重点：农业企业生产要素构成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管理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要素的构成及特点（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有形要素管理（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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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企业无形要素管理（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什么是农业企业的要素管理？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2）企业土地利用包括哪些内容？

（3）简述物资 ABC分类法及其运用？

（4）怎样合理利用农业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

（5）你认为农业企业应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

（6）试述应如何搞好技术管理？

（7）农业企业信息管理有哪些工作程序？企业信息系统由哪部分构成？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陆红生.土地资源管理学总论.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欧名豪.土地利用管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代清.农业生产与经营.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4.柯平、高洁.信息管理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第九章 农业企业生产组织与管理

1、基本要求：理解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生产的特点；理解植业、林业、畜

牧业和渔业等的生产计划；掌握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

教学重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的生产计划

教学难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种植业生产组织与管理（1 学时）

第二节 林业生产组织与管理（1 学时）

第三节 牧业生产组织与管理（1 学时）

第四节 渔业生产组织与管理（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种植业生产有哪些特点？如何制定种植业生产计划？

（2）种植业生产过程管理须注意哪些问题？

（3）如何搞好林业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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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牧业生产有哪些特点？影响畜群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5）科学的组织鱼种搭配混养应处理好哪些关系？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杨名远.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蔡根女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姜克芬等.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十章 食品安全与农业企业产品质量控制

1、基本要求：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认识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理解和掌握

绿色食品生产管理的基本要点。

教学重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绿色食品生产管理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食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控制（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产品质量控制（1 学时）

第三节绿色食品生产管理（2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试述食品安全的内涵及意义？

（2）简述 ISO 9000系列标准的主要内容？

（3）HACCP和 GMP对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控制有何意义？

4、实验：无

5、参考书目：

1.苏锡田.农产品的质量控制.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

2.农业部环保能源司.农业环境管理法规资料汇编.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1991

3.李天志.工业环境管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第十一章 农业企业环境管理

1、基本要求：了解农业企业环境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理解农业生产对环境可能造

成的影响；掌握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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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环境问题的类型；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环境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与环境污染（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构建（1 学时）

第三节农业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 学时）

第四节 农业企业环境管理的原则和方法（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农业企业目前面临着哪些主要的环境问题？

（2）农业企业环境管理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农业企业必须实施环境管理？

（3）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农业企业实施 ISO14000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有何意义？

（4）农业企业环境管理应遵循哪些原则？

4、实验：无

参考书目：

1.张仁福.环境管理.北京：金铭图书有限公司.1988

2.土屋圭造.农业经济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10

3.布林克曼.农业经营经济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第十二章 农业企业营销管理

1、基本要求：理解市场营销的涵义；掌握如何进行目标市场选择？掌握如何进行营销

组合策略和品牌管理。

教学重点：农业企业营销管理的特征；农业企业营销战略管理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营销策略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营销管理的特征（0.5 学时）

第二节农产品市场特征与农业企业营销战略（0.5 学时）

第三节 农业企业营销策略（1 学时）

第四节 农业企业品牌管理（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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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性？

（2）我国农业企业营销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3）农产品市场特征？

（4）什么是市场细分？如何进行市场细分？

（5）什么是农业企业营销战略管理？如何进行营销战略管理？

（6）品牌管理对农业企业发展的价值？农业企业如何进行品牌管理？

4、实验：无

5、参考文献：

[1]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营销现状与发展策略[J]. 周婷.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1(15)

[2]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营销模式[J]. 王晓征.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0(12)

[3]企业国际营销模式选择:标准化或者适应性?[J]. 张峰,吴晓云. 软科学. 2010(08)

[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与演变分析——基于 TOPSIS方法的实证研究[J]. 袁晓

玲,仲云云,郭轶群. 经济问题探索. 2010(02)

[5]海尔出海之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分析[J]. 冯小芩. 现代商业. 2009(24)

[6]国际营销渠道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以海尔的国际营销选择为例[J]. 王敏.

现代商贸工业. 2009(14)

[7]营销组合理论的回顾与展望[J]. 谢春昌. 商业研究. 2009(03)

[8]营销渠道设计的几点思考[J]. 李明生,黄忠. 企业家天地. 2008(06)

[9]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模式选择策略分析[J]. 赵学礼,崔树军,许长勇,李风华. 江苏商论.

2008(01)

[10]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营销战略分析[J]. 田梦飞.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05(03)

第十三章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

1、基本要求：了解财务管理的概念；理解财务管理的任务；掌握资金的筹集、资金的

运用和资金的分配等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农业企业的收入与成本管理

教学难点：农业企业的资金管理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总论（0.5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的资金管理（0.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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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企业的收入与成本管理（1 学时）

第四节 农业企业的利润分配管理（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农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定义、特点？

（2）农业企业资金运动过程？

（3）简述农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的日常管理？

（4）农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具体办法有哪些？

（5）简述农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包括哪些？

（6）简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如何分配利润？

4、实验：无

5、参考文献

[1]中小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困境及对策——基于部分中小农业企业的调查[J]. 姜庆. 成

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6)

[2]农业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对策[J]. 陈听芳. 当代经济. 2015(36)

[3]中小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覃巧灵. 会计师. 2015(02)

[4]河源农业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 姜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5

第十四章 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

1、基本要求：了解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含义、特征和重要意义；理解农业企业国际

化经营的环境，以及战略选择和经营方式；掌握国际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教学重点：农业企业如何适应和如何参与国际化经营

教学难点：国际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概述（1 学时）

第二节 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与战略（1 学时）

第三节 农业企业国际化纠纷的仲裁与诉讼（1 学时）

3、作业或报告：

（1）何为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

（2）农业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有何重要意义？

（3）我国农业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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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如何进行战略选择？

（5）农业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如何运用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的方法？

（6）在国际经营中发生经济纠纷应如何处理？

4、实验：无

5、参考文献

[1]新时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思考——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为例

[J]. 薄彩香,肖静. 农业经济. 2015(05)

[2]云南省农产品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研究[D]. 罗敏.武汉理工大学 2011

[3]中国农产品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D]. 于远航.成都理工大学 2017

第十五章 发达国家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简介

1、基本要求：了解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含义、特征和重要意义；掌握国外农业企业

经营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方法。

教学重点：如何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

教学难点：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

2、主要内容：

（1）美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2）德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3）日本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3、作业或报告：

（1）美国农场经营管理的渐进？

（2）美国农业企业的经营制度？

（3）德国农业企业的组织形式？

（4）日本农协的性质与经营业务？

（5）发达国家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给我们哪些启示？

4、实验：无

5、参考文献：

[1]发达国家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及启示[J]. 付桂军.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9(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MDX200903004&dbcode=CJFQ&dbname=CJFD200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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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优势农业企业发展概述[J]. 刘学文,谢秀珍,邓红生,欧壮喆,赵增峰,季莉娅. 广
东农业科学. 2006(06)

[3]美日两国企业文化激励模式的比较[J]. 岳颖. 统计与决策. 2005(02)

[4]美国企业文化中激励机制的特点探析[J]. 宋长琨.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4)

16.习题

第一套题

一、填空题

1.农业一般指 植物栽培 （种植业和林业）和 动物饲养 （畜牧业和渔

业）。

2.合作经济遵循的原则中，最基本的是 公平 民主、互利 原则，这四条

基本原则体现了合作经济的本质特征。

3.按照合作的领域划分，合作社可分为生产合作、流通合作

4.农业经营组织的类型主要包括市场型农业经营组织 型农业经营组织

和混合型组织结构

5.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是现阶段我国农业

基本经营制度。

6.对农业企业来说，技术管理的内容具体包括 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

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 等环节。

7.政府对农业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 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和 行政 手

段

8.按合作的组织形式划分，合作社可分为社区合作 股份合作和农业专业

合作。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DNY200606045&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JJC200502018&dbcode=CJFQ&dbname=CJFD200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LHT200104009&dbcode=CJFQ&dbname=cjfd200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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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系统分析法 调查研究法 、

案例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0． 合伙制企业 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出资者订立合伙协议，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并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

任 的经营实体。

11.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包括 产权清晰 企分开，管理科学

12.日本农协的特点主要有组织上的严密性 、参加的普遍性、服务功能

的全 管理的民主化、整体运作的协作性。

13. 种植业生产结构 是种植业生产的空间布局和时间组合的安排，是

种植业生产管理的重要一环。

14.所谓经营制度 ，是指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经营单位的具体组 织形

式和经营管理制度。

15. 产权制度 是经营制度的制度基础

二、单项选择题

1、农业产业的功能是：（D ）

A.产品贡献、要素贡献 B.要素贡献、市场贡献

C.市场贡献、外汇贡献 D.要素贡献、市场贡献、产品贡献、外汇贡献

2.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业主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同对企业债务负连带

无限清 偿责任的企业称为（B）

A.个人业主制企业 B.合伙制企业 C.公司制企业 D.集团公司

3.建国以来，根据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动，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大致经历的

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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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人

民公社——农户家庭经营

B.从农户经营——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

合作社 ——农户家庭经营

C.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家庭经营，

农户 家庭经营——人民公社

D.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家庭经营，

农户 家庭经营——人民公社

4.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属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户只有：（ A）

A.经营、使用权 B.经营 C.使用权 D.所有权

5.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类型，按照合作的经济环节可分为（ ）

A.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和消费合作经济组织。

B.综合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C.协会型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型合作经济组织。

D.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性合作经济组织。

6.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包括三个要件，其中基础是（ ）

A.主导产业（）B.支柱产业（基础）

C.骨干企业（关键） D.商品基地 （依托）

7.农业公司的产权制度的基础是（ ）

A.公司经营权 B.公司法人财产权 C.法人治理机构的权力 D.法人治理

机构的责任

8.种植业生产计划，不包括下面哪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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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物种植计划 B.阶段作业计划 C.技术措施计划 D.空间安排计划

9.下列（ ）不属于物资储备定额。

A.经常储备定额 B.保险储备定额 C.季节性储备定额 D.物资消耗定额

10.有些公司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进入农业领域而形成的，既有农产

品的生 产（一般是专用原料），也有加工，并实现了与国际国内市场对接，

这类公司 属于：( )p116

A.农业生产型公司 B.农产品加工型公司

C.农业服务型公司 D.复合型农业公司

11.构成现代企业管理的全部内涵是：（ ）p20

A.经营 B.管理 C.“经营”＋“管理” D.“经营”＋“决策”

12.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属于：（ ）p23

A.宏观经济管理 B.中观经济管理 C.区域经济管理 D.微观经济管理

13.现阶段我国农业基础经营层次主要以（ ）为经营单位。

A.农户家庭 B.专业组 C.专业队 D.农民的其他劳动组织

14、我国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适

当分离 的原则，我国农业企业的经营形式是：（ ）p40

A.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

B.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

营、承包 经营、租赁经营、联合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等多种形式。

C.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形式。

D.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集体经营形式。

15.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类型，按照合作的范围可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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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和消费合作经济组织。

B.综合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C.协会型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型合作经济组织。

D.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性合作经济组织。

16.农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不包括（ ）

A.股东会 B.董事会 C.经理人员 D.职工代表大会

17.林业生产具有综合效益，不包括下面哪一项（ ）

A.经济效益 B.生态效益 C.环境效益 D.社会效益

18.土地资源的经济特征不包括（ ）p214

A.土地报酬递减的可能性 B.供给的稀缺性

C.位置的固定性 D.土地利用中土地用途和地价变动滞缓性

19.农户与农业关联企业（即龙头企业）以长期合同的形式，取代双方的

市场交 易，规制双方经济行为，克服或减少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公司

组织属于： ）p118

A.契约（合同）型农业公司组织 B.合作服务主导型农业公司组织

C.垂直一体化的农业公司组织

D．分散的农户、国营农场、农业企业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20.改革和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手段包括（ ）

A.财政政策 B.信贷政策 C.税收优惠政策 D.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21.农业生产高度社会化的主要标志（ ）

A.生产专业化 B.布局区域化 C.经营一体化 D.服务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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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其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的基本形式是（ ）

A.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B.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C.龙头企业+农户 D.龙头企业+专业协会+农户

23.垂直一体化的农业公司组织，不包括下面哪一种（ ）

A.股份合作企业（+农户）B.反租倒包或承租反包 C.公司（+基地）+农

户 D.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答案：C

24.产权的核心和基础是（ ）

A.所有权 B.支配权.C 使用权 D.受益权 答案：A

25.农业公司的产权制度的基础是（ ）

A.公司经营权 B.公司法人财产权

C.法人治理机构的权力 D.法人治理机构 的责任 答案：B

26.农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不包括（ ）

A.股东会 B.董事会 C.经理人员 D.职工代表大会 答案：D

27.“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属于农业公司的管理创新中的（ ）

A.理念创新 B.组织创新 C.人力发展创新 D.技术创新 答案：C

28.种植业生产的基础（ ）B.土地 C.空气 D.资金 答案：B

29.种植业生产的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则和出发点（ ）

A.因地制宜，因作物制宜 B.集中连片种植

C.减少田间运输量 D.节约上下 工时间

30.渔业生产计划包括（ ）

A.更新造林计划、幼林抚育计划、捕捞计划

B.捕捞计划、养殖计划、成林抚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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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幼林抚育计划、养殖计划、鱼苗生产计划

D.捕捞计划、养殖计划、鱼苗生产计划 答案：D

31.畜禽产品的性质（ ）

A.仅仅是生产资料 B.仅仅是消费资料

C.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资料 D.既不是生产资料又不是消费资料 答

案：C

三、多项选择题

1.农业的一般特征包括：（ ）

A.土地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B.农业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不一致

C.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大

D.农业具有空间扩散性和独特的产权反应

E.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

2.下列属于农业的负外部性的是：（ ）

A.形成农业景观 B.生物多样性保持 C.水土流失

D.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 E.农业化学品污染

3.农户家庭经营的特征包括（ ）

A.相关主体的同一性 B.追求目标的单一性

C.经营决策的分散性 D.监督管理的特殊性

5.合作经济运行机制包括（ ）

A.决策机制 B.竞争机制 C.动力机制

D.约束机制与发展机制 E.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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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国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

分离的 原则，下列关于我国农业企业的经营形式表述不准确的是（ ）

A.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

B.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

营、承包 经营、租赁经营、联合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等多种形式。

C.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形式。

D.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集体经营形式。

7.林业生产具有综合效益，主要包括（ ）

A.经济效益 B.生态效益 C.环境效益 D.社会效益

8.土地资源的经济特征主要包括（ ）

A.土地报酬递减的可能性 B.供给的稀缺性

C.位置的固定性 D.土地利用中土地用途和地价变动滞缓性

9. 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的层次包括（ ）

A.公司层面战略 B.业务单位战略 C.运营战略 D.长期战略

10.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即农业除了具有提供食物和纤维等多种商品的功

能外， 还具有如下功能：（ ）

A.环境功能 B.粮食安全功能 C.社会功能 D.经济功能 E.传承功能

11.市场机制在农业的某些方面常常表现失灵，导致市场在农业中失灵的

主要 原因在于：（ ）

A.农业的弱质性和波动性 B.农业的外部性

C.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性 D.农业的不稳定性

12.农业合作经济的功能主要有（AB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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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挥协作优势 B.优化要素组合 C.提高竞争能力

D.增加自然风险（减 E.提高管理水平

13.企业内部制度管理制度包括（ ）

A．劳动用工制度 B．财务会计制度

C．人事分配制度 D．管理工作制度

14.垂直一体化的农业公司组织，包括下面（ ）

A.股份合作企业（+农户）B.反租倒包或承租反包

C.公司（+基地）+农户 D.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15.下列（ ）不是农业公司的产权制度的基础。

A.公司经营权 B.公司法人财产权

C.法人治理机构的权力 D.法人治理机构的责任

16.对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的宏观环境包括（ ）

A.经济环境 B.政治法律环境 C.社会文化环境 D.科技环境 E.顾客

17.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目标主要有（ ）

A.合理的经济效益目标 B.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目标

C.良好的社会效益目标 D.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E.农业产值目标

18.种植业生产计划，包括下面（ ）

A.作物种植计划 B.阶段作业计划 C.技术措施计划 D.空间安排计划

四、判断对错

1.农业生产的对象是生物体，获得的是动植物产品。

2.农业的本质是人类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和能

力转化 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生产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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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狭义的农业又称为“小农业”，仅指种植业或作物栽培业。

4.广义农业又称为“大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

业。

5.农业的最基本特征是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

6.农业的性质要求农业经济组织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一定的分散性。

7.双层经营制度本身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运作成本）。

8.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难以直接进入市场，获取潜在“外部利益”

9.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必须把企业经营放在战略地位。

10.农业企业经营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实质上是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

的对内和对外管理活动的关系。

11.经营管理的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合理组织生产力的职能上，经营管理

的社会 属性主要体现在维护和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职能上。

12.农业经济管理属于农业经济的宏观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属于农业

经济的 微观管理。

五、简答题

1.什么是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具有哪些特征？p18

2.简述农业合作经济的重要性 p82

3.简述产权制度的主要功能 p124

4.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原则 p51

5.简述种植业生产的特点 p152

6.如何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p4

7.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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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简述畜牧业生产的特点 p165

9.什么是农业经营制度？如何理解农业经营制度的内涵？p29

10.现阶段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有哪些特征？p33

11.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哪些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p52

12.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什么?p74

13.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合作社要坚持这些基本原则？p76

14.我国现阶段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困难有哪些，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15.什么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它有哪些基本特征？p104 p107

16.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机制的含义是什么？p108

17.应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18.什么是公司化农业？公司化农业与农业公司的关系如何？p116

19.农业公司的组织类型主要有哪些？试比较其异同？p115

六、论述题

1.分析我国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功效与问题 p61

2.论述我国现阶段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政策重

点 p97 p98 10

3.论述我国现阶段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性 p35

第二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建国以来，根据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动，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大致经

历的三个阶段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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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

社，人民公社——农户家庭经营

B 从农户经营——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高级农业合作社，高

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家庭经营

C 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家

庭经营，农户家庭经营——人民公社

D 从农户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家

庭经营，农户家庭经营——人民公社

答案：A

2、现阶段我国农业基础经营层次主要以（ ）为经营单位。

A 农户家庭

B 专业组

C 专业队

D 农民的其他劳动组织

答案：A

3、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属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户只有：

（ ）

A 经营、使用权

B 经营

C 使用权

D 所有权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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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

适当分离的原则，我国农业企业的经营形式是：（ ）

A 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

B 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

层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联合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等多种形式。

C 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家庭经营形式。

D 由单一的集体经营形式转变为集体经营形式。

答案：B

5、我国现行的农业经营组织包括：（ ）

A 分散的农户、国营农场、农业企业经营组织

B 分散的农户、国营农场经营组织

C 国营农场、农业企业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D 分散的农户、国营农场、农业企业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答案：D

二、问答题

1、什么是农业经营制度？如何理解农业经营制度的内涵？

答案：

农业经营制度，是指一定宏观环境条件下，以财产权益关系为前提的产

权制度、积累和分配制度、管理与服务制度，以及对外能够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对内能够整合资源和收益的组织载体。农业经营制度的内容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加以理解：①农业经营制度是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国家组织和

管理农业经济的各种制度的总称。②农业经营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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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的具体体现。③农业经营制度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农业经营制度的

改革，就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2、现阶段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有哪些特征？

答案：

（1）家庭承包的基础经营。基础经营层次主要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

位，也有以专业组、专业队或农民的其他劳动组织为经营单位的。基础经营

层次的基本职能是：承包使用集体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

的直接结合。（2）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统一经营的主

体，负有管理、营运土地和集体资产的职责。（3）统一经营层次与基础经营

层次是农业经济组织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统一经营层次与基础经营层次二

者是相辅相成的，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实践证明，双层

经营制度既能适应农民和农业生产分散经营的要求，又能适应农业社会化生

产的需要，而且还适用部分集体兴办的二、三产业，从而成为我国农村集体

经济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

3、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哪些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答案：

（1）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上，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方式的合作组织。（2）农民专业协会，农

民专业协会是一种市场导向型的合作经济组织（4）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作

为农业与关联产业融合的有效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特定的组织含义，

即农业的关联企业以某种非市场安排与农业生产者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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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合作(或协作)关系，从而达到节约交易费用，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目

的。

第三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农业企业双层经营的"双层"是指（

A．投资主体和承包人 B．所有者和承租方 C．出资方和劳 D．集体组织和承包家庭

2．下列哪些不是农业企业的目标（ ）

A．发展 B．生存 C．竞争 D．盈利

3．以下哪 个不属于广义的企业文化范畴（ ）A．物质文化 B．精神文 化 C．科技

文化 D．制度文化

4．企业文化的核心是（ 质文化 B．精神文化 C．科技文化 D．制度文化

5．农业企 业经营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包括（ ）

A．模拟实验法 性分析法 C．定量分析法 D．动态分析法

二、多项选择题

1．现 代农业企业的特征有（ ）

A．生产立体化 B．资本集约化 C．经 营综合化 D．发展外向化

2．现代农业企业的发展趋势有（

A．集约、工程化 B．绿色、生态化 C．智能、高效化 营国际化

3．农业企业的分类方式有（）

A．资产所有制性 质分类 B．生产产品类别分类 C．生产产业链长短分类 农业的范

围分类

4．企业家的作用有（）

A．企业家是现代 化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 B．企业家是市场运行的主体

C．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理念的代表 D．企业家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的始作俑者

5．要做到才能和职务相称，企业家还应具备 ）基本能力

A．知人善用的能力 B．管理能力 C．处理 人际关系的能力 D．技术能力

三、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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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企业的内 涵。

2．农业企业的职能。

3．企业家的含义和特征。

四、论 述题

1．试述经营和管理的区别和联系及其性质。

2．谈谈你 对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研究的理解。

参考答案:一、单项选择题 1．D 2．C 3．C 4．B 5．D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2．ABCD

3．ABCDE 4．ABD 5．BCD 三、简答题 1．农业企业指以动植物和微生物为劳动对象， 以

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通过人工培育和饲养动植物，以获 得人类必需消费品的生产经营

企业。2．农业企业的职能是 指农业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功能，或发挥的作 用。

同其它类型企业一样，农业企业既具有共性职能，又具 有其特殊职能。3．企业家是指经

营十分成功，在企业管理 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企业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认和尊称。企业 家

的特征：敢于面对风险挑战；能够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办 法；既有“才智”和“理性”，

又有“直觉”和“情感”；喜爱竞争； 具有社会责任感。四、论述题（略）

第四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下面不属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 ）

A．产业专业化 B．经营多 样化 C．经营国际化 D．跨国公司合作化

2．下列不属于企 业法律组织形式的是（ ）

A．独资企业 B．合伙企业 C．公 司企业 D．外资企业

3．法人治理结构不包括（ ）

A．董事 B．工会组织 C．股东大会 D．高级经理人员

4．公司制 度和工厂制度的区别不包括（ ）

A．企业性质不同 B．规模 不同 C．适用范围不同 D．两权结合不同

5．农业家庭经营 组织创新中，内涵式组织创新不包括（

A．设立虚拟工厂 换经营机制 C．完善产权制度 D．实行科学管理

二、多项选 择题

1．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 )形式

A．工场手工业 B．家庭手工业 C．公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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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常见的有（ ）A．职能型 谋型 C．事业型 D．监管型

3．农业企业创新的动力有（

A．竞争压力要求 B．规模经济要求 C．企业文化推动 D.业家要求

三、名词解释

1．企业制度

2．合伙企业

3．公司 约联合型企业组织

4．外延式组织创新

四、简答题

1．现代 企业制度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2．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 容是什么？

3．单体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有哪些？其含义是 什么？

五、论述题

1．我国国有企业如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你认为农业企业组织创新应如何实 施和运作？

第五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从层次结构上来划分，下列战略类型中不属于企业经营战略的是 ）

A．企业总体战略 B．经营领域战略 C．职能部门战略 D．发展型战略

2．使企业在某一行业或某一细分行业内，确立其市场地位和发展态势的战略是（ ）

A．经营领域战略 B．企业总体战略 C．职能部门战略 D．紧缩型战略

3.向一体化战略指（）

A．发展单一产品为主，以快于已往的 增长速度来扩大企业目前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利润和市场 份额。

B．购买竞争对手的资产，或与之联合组成企业集团 共同经营，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

力。

C．一种向前、后两个 方向扩展企业当前业务的增长型战略。

D．一种增加与企业 现有产品或服务显著不同的新产品或服务的增长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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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企业已在同行业经营领域处于优势地位或当企业所在 行业发生剧烈变化，为了

保证企业在变动中不至处于被动地 位，应采取哪种战略（ ）

A．发展型战略 B．紧缩型战略 C．低 成本战略 D．稳定型战略

5．在农业企业经营环境的分析方 法中，主要是对企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营环

境进行时 间序列分析的是（ ）

A．PEST 分析法 B．SWOT 分析法 C．波 特模型分析法 D．时间序列分析法

二、多项选择题

1．经营 战略的特点（ ）

A．全局性 B．发展性 C．竞争性 变性

2．总体战略包括（）

A．稳定型战略 B．发展型战略 C．紧缩型战略 D．纵向一体化战略

3．确定经营方针的原 则有（ ）

A．发挥优势原则 B．以销（需）定产原则 C．综 合利用原则 D．动态平衡原则

4．经营规模的决策方法有（

A．保本分析法 B．贡献毛收益法 C．规模测定法 D．年度 考核法

5．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

A．合资经营方 式 B．合作经营方式 C．购并控股方式 D．国际直接投资

三、 名词解释

1．企业经营环境

2．经营战略决策

3．差异化战

4．保本分析法

5．购并控股

四、简答题

1．企业经营战 略的特点是什么？

2．简述企业经营战略的体系构成。

3．简 述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

4．简述企业经营方针的依据。

5．简 述固定投资的特点。

五、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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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波特的五种力量模 型，分析成本领先战略给企业带来的战略利益。

2．试述企 业经营战略方案的评价标准和内容。

3．评述企业融资的目 的和要求。

第六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因为管理中的其他职能 都是为了促进、保证目标的实现，只能在计划工作确定了

目 标之后才能进行，这体现了农业企业经营计划的（

A．方向性 B．主导性 C．普遍性 D．效益性

2．因为农业生产是 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复杂过程，在计划执行过 程

中，存在着许多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农业企业 经营计划编制的过程中，应注

意的原则（ ）

A．生产指标原 B．统筹安排原则 C．弹性原则 D．市场导向原则

3．根 据市场引力和企业实力两个综合性指标，通过评分的方法进 行评价，依据分

数的高低，对产品进行综合评价，这种方法 ）

A．综合平衡法 B．产品系列评价法 C．滚动计划法 D．企业实力评分法

4．下列选项中经营风险中，属于按风 险可否投保分类的是（ ）

A．静态风险 B．自然风险 C．技 术风险 D．经济风险

5．风险项目收益高于无风险项目收益 的额外收益是（ ）

A．风险损失 B．风险报酬 C．风险利润 D．经营风险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选项中属于农业企业 经营计划的基本特点有（ ）

A．目标性 B．主导性 场导向原则 B．弹性原则 C．统筹安排原则 D．生产指标原 则

3．下列选项中属于农业企业经营计划编制的方法是（

A．综合平衡法 B．滚动计划法 C．年度预算法 D．产品系 列评价法

4．经营风险按风险的成因分类为（ ）

A．自然风 B．社会风险 C．经济风险 D．技术风险

5．下列选项中 属于经营风险处置的对策有（ ）

A．风险避免 B．风险自留 C．风险分散 D．风险组合

三、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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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滚动计划法

2．经 营风险

3．动态风险

四、简答题

1．简述农业企业经营计划 编制的程序。

2．简述经营风险的识别的具体方法。

3．简述 经营风险处置的原则。

五、论述题

1．论述农业企业经营计 划的内容。

2．怎样正确对待企业发展中的机会与风险？

第七套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在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经行征用的时候，应当严格按 照那个法规来进行：（）

A 物权法 土地管理法 C农村土地 承包法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2.在对四荒 地进行租赁经营时，不属于其运作过程的是（）

A．评估作 价，组织投标 B.纳入乡镇合作基金会专户管理 C.加强服务，管好资金

3.农户在进行股利分配 时，对所拥有土地股份不能进行（）

A 继承 B.转让

4.衡量土体质量高低的主要指标是（）

A土地的生产率 B.土地的利用率

5. 两田制属于土地的

A.土地承包经营方式 B.土地租赁 经营方式

C.土地股份经营方式 D.土地转包经营方式

6.下列 那个不属于劳动集约型的是（）

A 改良土壤 B 修建水库

二、多项选择题

1.以自然特征为基础的土地资源的经济特征综合起来有哪些特征（）

土地功能的永久性 土地利用后果的社会性

2．影响土地质量的经济评价的因素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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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理位置 B．自然肥力 C．政府政策 D．市场供求

三、名词解释

1．土 地租赁经营

2．土地等级评定

3．比较级差地租

4．劳动集约 型

四、简答题

1.简述在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管理时，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2．土地管理应遵循哪些原则？

3. 简述 土地集约经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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