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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发展 

“ 部激活外 +内部重塑” ：的公共事 供 于 活下 物 给 关 激 乡

村 力生 的 制解内 动 机 释

………………………苏毅清 邱 彪亚 方 平（2-72）

义 村 对马克思 型理 及 的 示主 乡 转 论 其 中国 启

……………………………………刘守英 陈 航（3-2）

“ 三红 角”内源式发展： 村命老区乡 山案例研究革 振兴的衡

…………………………………………黄建红（3-125）

：以 城建 域 事实与路高质量的县 设推进县 现代化 径

…………………………………王 邹 孙久文（6-2）

村乡 持续 展发 中的“村社 主自 性” 限及 度

………………………………………… 心泓黄 （6-124）

 农村组织制度 

来百年 国农 家 经 的变迁近 中 户 庭 营 逻辑

………………………展进涛 朱 隐菊 纪月清（1-2）

： 村维 能与 乡 化调适多 赋 责任重塑 组织的制度

——以“ 村 一 化镇 工作 体 ” 对实践为研究 象

……………………………… 桂何得 李 想（1-136）

逻辑 略制度 与组织策 ：对 村 本基 公共卫 度农 地区 生服务制

执 一行偏差 种 释的 新解

………………………高 阳端 李 睿 王 勇道 （2-90）

村农 内 型集 经 发 的社会生 体 济 展 效应

—— 村于鲁 南 个 研基 西 蔡庄 的 案 究

………………………………… 瑞马平 李祖佩（4-151）

：任 治理现代 重塑务治乡 乡镇 化的组织

——基于清 的田水乡 野调查

………………………蒋 洋 玲陈宝 石 术（6-84）

 农村土地 

权 对 力 长定 非农就业地 稳 性 劳动 的 期影响

——来 州自雷 半岛 新的 证据

…………… 俪娜张 必良罗 胡 艳新 龙同张 （1-78）

村农 土 制度 革 的 户家庭地 改 中 农 联结

…………………………………………陈玉生（2-165）

权场 的 界市 交易中 产 定： 权基于 流 析农地经营 转合同的分

………………………………… 东徐亚 应良张 （3-44）

村 对业融合 农地 置的庄产 再配 影响

——来 苏 的微自江 省 观证据

……………………付 奇阳 朱玉春 刘天军（4-109）

 农村金融与保险 

对金融 农户 产 投 的数字普惠 生 经营 资 影响

………………………………… 月周 书 苗哲瑜（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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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互 农 增 的作用 机制 究银 动 户 收 效果与 研

—— 、 、 、川辽 四 的调基于鲁 赣 省 查数据

…………朱 然 顾雪松 秦 涛 任天驰（1-96）

政 保险的福利策性农业 效应

——基于 分析农民视角的

………………………………陈 燕 林乐芬（1-116）

险市场竞 风险保障 平农业保 争强度与 水

—— 寻 视 分基于 租 角的 析

……………………陆 宇 金易福 王 克（5-104）

村 了金 增 改革促 经济 展农 融 量 进 县域 发 吗

——基于1137 村家 银 数据 析镇 行 的实证分

…………………………………周孟亮 王立聪（6-24）

 乡村产业 

大 对豆生产 户土地投入 的影者补贴 农 决策 响

—— 村农 固 调 的实证分基于全国 定观察点 查数据 析

…………王新刚 司 伟 龙冯晓 赵 然启 （1-20）

“ 层圈 型” ： 本对 小流 业 接 产者 逻辑 策通 商 资 生 的 与 略

………………………………………… 义媛陈 （1-168）

心 对家庭核 康状 农 生 性 产投成员健 况 户农业 产 资 资的影响

…………………… 毅祥黄 廖 芮 赵敏娟（2-126）

权 、 村地 整合 入性与乡 产 兴性 经营嵌 业振

……………………… 永君郑 钟楚原 朝罗剑 （3-25）

： 村合 转型升级 行为逻辑县域统 乡 产业 中的政府

—— 柞 木于 省 县 业 展 验的 析基 陕西 水 耳产 发 经 分

…………………………………褚 宜庆 祥赵 云（4-30）

对标准农 农业 产高 田建设 生 的影响

——基 农 要素 业 率的视角于 业 弹性与农 全要素生产

……………………孙学涛 张丽娟 王振华（4-89）

对农 口老 置与 的业人 龄化 农地配 种粮决策 影响：来 中国自

家庭 的证据金融调查

……………………………… 童仇 伟 嫦彭 燕（4-129）

本地 台 模 创平 商业 式 新、制度 辑转 与 业 字化转逻 换 农 数 型

…………………………………易法敏 飞古 婷（5-2）

力农 机 化服 运 机制内生型 业 械 务市场的 行逻辑和动

—— 村基于 业发展案例 析华北乡 农 的分

……………………………………………印 子（5-24）

 农民福祉 

从“效率”到“ 平公 ”： 村乡 与 同富裕产业振兴 农民共

………………………………王 轶 刘 蕾（2-144）

村大 力 ：患者家庭 逆 升 辑 行 与 环农 病 抗 的提 逻 自主 动 循

调试

—— 一基于 异 就 家庭聚 案例 查个 地 医 集地的 调

………………………………胡翔凤 启刘 明（5-145）

小 了 ？等教 城 吗高 育扩张缩 乡教育差距

…………………………………周均旭 常登宇（6-44）

对样化生态补 助于 护红 相多 偿有 缓解生态保 线区农户 贫

困吗

……………………刘格格 玺周玉 葛颜祥（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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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人口 

： ？字经济与 民 业 进 挤数 农 工就 促 还是 出

——来自“ 带中宽 国”政策 点 证试 的 据

…………………………………齐秀琳 川江求 （1-59）

村 势 ：国农 口 研中 人 发展态 究 2020－2050年

—— 于城 的 拟分析基 镇化水平 不同情景模

…………………………………解 安 龙林进 （3-61）

对 村 心辈参与照护 产妇 响祖 农 孕 身 健康的影

——基 能 实证分析于家庭功 视角的

……………………………………………………聂景春

聂炜琦 胡 尔祖丽 玛 ·热合曼 庞 鹏晓 李 英（3-87）

长 村护 保险 策实 的 人 生育促期 理 政 施 农 口 进效应

——基于 际 争 视代 资源竞 的 角

…………………… 忠罗明 婵林玉 杰柯 升（5-126）

村 儿 心角下的农 健康社会网络视 留守 童 理

—— 川基于四 经验省的 证据

………………………………王天宇 晔周 馨（5-164）

 农村社会 

“社会生活”的 就近城镇构建与 化

——对“二 工代农民 ”返乡购 的房 考察

…………………………………………粟 发后 （3-106）

对 村外 工 历 乡农 工参 农 共 务治理出务 经 返 民 与 公 事 的影响

…………………… 峰李雪 远卓高 卢 阳海 （4-70）

从“村落 结终 ”到“社区再造”： 村乡 实践表达空间转型的

——对 村家 的个案分陕西省袁 析

…………………………………郭占锋 曦田晨 （5-44）

村 村乡 建 实 与机制构社嵌入 设项目的 现路径 建

……………刘传磊 张俊娜 靳 伟启 铁军温 （5-66）

 乡村治理 

：公 抑 衡 层 理实 中的 源 配平 或平 基 治 践 资 适

—— 村农 低保 用为以 资格挪 例

……………………王 瑜 程令伟 杜 雄志 （1-157）

、 ： 村互动 合 治理的实信任与整 乡 基层数字 践机制

—— 州 涝 村市 湖 案例研杭 究

………………………徐旭初 婕朱梅 吴 彬（2-16）

村社区 再农 治理网络 构

—— 门南省石 县以湖 杨坪社区“两联两包” 理治 模式

为例

………………………………… 藩宗谢 王 媚（4-49）

小 村密 型 庄 业治 现 化 实践逻农 集 农 理 代 的 辑

—— 村中部 区 的 案 析基于 地 擂鼓台 个 分

………………………………………… 龙晓何 （4-169）

“法、理、情”的融合：消极“ 政策土 ” 村在乡 治理中何

以存在和运行

—— 瓮 村河南 整为以 省 厢 土地调 例

…………………………………赵雅倩 王 芳（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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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理中的多 协同乡 治 重合意性

—— 对 杂应 制 复 角 的 例 析度 性视 下 多案 分

……………………许睿谦 王 超 苏 玥孟 （6-145）

 农村政治 

“本 意质 志”还是“本 力质 量”： 村落中 体思 起国 共同 维

讨点再探

……………………刘 骏 闫 涵楚 云梁清 （2-53）

村组 乡 建设基层党 织何以推进

—— 力 川 村基 导 视角的 底 部案于组织领 党支 例分析

…………杨润峰 一鸣王 仝志辉 刘 闯（3-142）

村 对 村务行为 乡 性的影响 其 机干部职 治理有效 及 作用 制

——来 陇滇黔自 省 经 证据陕 四 的 验

…………罗博文 孙琳琳 张 珩 余 劲（3-162）

村国式乡 理共 体 道 探 与经中 社会治 同 建设的 路 索 验分析

…………………………………樊 凡 卉浴赵 （4-2）

小 ：组何以有地方领导 效 “ － 构情境 结 ” 双的 重契合

—— 宜良 度改基于 县宅基地制 革的观察

………………………………… 浩然刘 唐丽霞（6-65）

： 村在地 建引领乡 业 的 践化调适 党 产 发展 实 创新

…………………………………………曾 薇（6-103）

 农村文化 

从“ 字下文 乡”到“数 下字 乡” 村的 年乡 建百 设

—— 政府 理基于 治 的视角

………………………………… 理吴 财 李佳莹（2-2）

叭 群从高音喇 到低声微信 ： 村乡 公共 与社会治理性再生产

转型

—— 一 村基于 田野个华北 庄的 调查

………………………………吴振其 郭诚诚（2-34）

村 对 村民约 农 养 作用机制 析规 老福利的 分

—— 衢州浙 省基于 江 市28 村的 察个 观

…………………… 玥卢瑶 覃 诚 方向明（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