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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入学考试《农业知识综合四》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342）

着重考察考生农业理论综合的基本素养，特别是掌握农业农村政

策，农村社会，农村公共管理的基本观点、方法、原理研究和分析农

村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

《农业农村政策学》

一、绪论

1.习近平的三农思想

2.农业农村政策概述、研究内容及其历史演变。

二、农业农村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及调整

1.农业农村政策的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主体与客体、目标的确

定，制定的程序。

2.农业农村政策的执行

3.农业农村政策的评估及调整

三、农村经营制度

1.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政策背景、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目标、内容。

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标、内

容。

四、农村产业发展政策

1.农村产业结构政策。农村产业结构政策目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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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产业现代化政策。农村产业现代化政策目标、内容。

3.农村产业融合政策。农村产业融合政策目标、内容。

五、农产品与农村市场政策

1.农产品加工贸易政策。农产品加工政策、流通政策、价格政策、

贸易政策。

2.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

3.粮食政策。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我国主要粮食政策。

六、农村土地政策

1.农村土地政策概述。农村土地及农村土地政策的概念、目标及

演进、变迁。

2.农村土地物权政策。农村土地所有权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政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政策。

3.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家庭承包地、宅基地抵押流转的政策探索。

4.农村土地保护政策。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土地用途管制及闲置

管理政策。

七、农村人力资源政策

1.农村人力资源政策概述。人力资源的含义、特点，农村人力资

源政策的目标及内容。

2.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就业形势及特点，农村就业政策的目标及

内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扩大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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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人力资源流动政策。人力资源流动理论，农村人力资源流

动政策的演变，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农民工流动就业权益

保护政策。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目标及内

容，途径。

八、农村资源与环境政策

1.农村水利政策。农村水利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方针，农村水

利改革。

2.农村能源政策。农村能源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方针，农村能

源事业的基本政策，农村能源改革。

3.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方针，农

村人居环境事业的基本政策，农村人居环境改革。

4.农业生态环境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方针，农

村生态环境事业的基本政策，农业生态环境改革。

九、农村社会发展政策

1.农村教育政策。农村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农村教育的基本方

针，农村教育改革。

2.农村扶贫政策。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变迁，扶贫工作的基本方

针，农村扶贫改革。

3.农村文化政策。农村文化政策的历史变迁，社会主义农村文化

事业的基本方针，农村文化事业改革。

4.农村公共事业政策。农村公共事业政策的历史变迁，农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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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基本方针，农村公共事业改革。

5.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历史变迁，农村社会

保障的基本方针，农村社会保障改革。

《农村社会学》

一、农村社会学概况

1.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社

会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二、农民

1.农民的内涵。

2.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与交往

行为。

3.乡土文化与农民的社会认同。乡土文化及其特征，当前中国农民的

社会认同。

三、农村家庭与家族

1.农村家庭

2.农村家族。农村家族的内涵与特征、功能、演变与发展。

四、农村社区

1.农村社区的内涵及其特征

2.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的内涵，农村社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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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类型，当代中国农村社区的权力特征及其演变。

3.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经

验。

五、农村社会组织

1.农村社会组织概述。农村社会组织的内涵、特征、类型、发展现状。

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特征、功

能与发展。

3.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

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

六、农村社会分层与流动

1.阶级阶层及其分析方法。阶级阶层的含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

法在中国的运用。

2.农村社会分层。农村社会分层的含义、功能，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

构的历史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3.农村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的含义、功能，中国农村社会流动的

历史演变，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

七、农村社会治理

1.农村社会治理概述。农村社会治理的含义，主体、手段及目标，历

史沿革。

2.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条件与内在机制

3.农村社会治理的结构与类型

八、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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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公共物品概述。农村公共物品的概念、类型、功能。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社区内生型公共物品供给，社区承接外来供给

的能力。

3.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均衡

九、农村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

1.农村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含义，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经验。

2.城镇化与农村社会现代化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内容与实践。

4.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实现路径。精准脱

贫与乡村振兴。

《农村公共管理》

一、农村公共管理概论

1.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

2.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特点、职能

3.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

4.农村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发展、农村公共管理的界定与内涵、背景、

特点。

二、农村公共管理理论基础

1.科层制理论、西方文官制度、新公共管理。

2.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的概念、特性、农村公共产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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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选择理论

4.治理理论、博弈论。

5.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危机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社会理论。

三、农村公共管理组织

1.农村公共管理组织的内涵、权责

2.农村公共管理组织的结构框架及其设计原则

3.农村基层政府组织

4.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含义、特征与类型、角色和职能、管理，村民委

员会的职责与管理。

5.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设置、组织架构与职能，村党支部的主要职

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四、农村公共管理职能

1.农村公共管理的计划职能、组织职能。计划的概念、性质、内容、

作用、类型、层次体系，组织的内涵、性质、构成要素。

2.农村公共管理的领导职能、控制职能。控制的概念、内容、过程、

类型，控制原则与要求。

五、农村科教文卫事业管理

1.农村科技管理、教育管理。农村科技的含义、特征，农村科技管理

与服务的内容，及其完善的措施。农村教育的含义，现代农村教育的

特征，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新形势下农村教育发展的路

径。

2.农村文化管理、卫生管理、体育管理。农村文化的含义、特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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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农村卫生的

含义、特征，农村卫生管理与服务的主要内容，构建新型农村卫生服

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六、农村社会保障

1.社会保障概述、发展历史。社会保障的概念、特征，社会保障体系

的内容，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收支模式和管理体制。

2.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发展历史

3.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

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4.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展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

体方向，整合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举措。

七、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

1.农业、农村与环境。农业环境的含义与要素，农村、农业生产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

2.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3.农村环境污染与治理技术。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治理与保护，农村水

体、土壤、大气污染与防治。

4.农村可持续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措施。

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农田水利。农田水利的概念、基本内容、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农

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设对策。

2.农村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内涵，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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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村镇规划。村镇规划概述、设计具体要求、管理。

九、农村社会发展管理

1.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内涵与性质。

2.乡村治理

3.农村社区管理。农村社区管理历史沿革、目标及基本原则，存在的

问题，及其对策。

4.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城中村，失地农民就

业，农村留守人口。

5.农村公共危机。农村公共危机的含义、特征、主要类型、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