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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济 】

 理论与政策阐释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

……钱文荣 仇焕广 司 伟 马九杰（5-2）

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与外延、潜力与挑战和发

展思路

…………………………………黄季焜（5-19）

 产业经济 

引领式嵌入治理：科技特派员何以助推乡村产业

新内源式发展

——基于对广东省平远县梅片树产业的考察

……………章熙春 陈 泽 李胜会（1-65）

农业信贷担保政策实施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周鸿卫 丁浩洋（2-24）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能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基于全国 8325个农业园区的经验证据

……………孙顶强 梅玉琦 杨馨越（3-39）

政府补贴如何影响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和高管股权激励的视角

……………鄢朝辉 王明利 赵承翔（3-80）

社区支持农业信任机制构建的邻近性逻辑

…………………………董 丽 齐顾波（5-57）

集群式治理：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逻辑

…………………………………雷 贵（6-59）

 劳动经济 

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

考察

…………………………曹壹帆 肖亚成（2-69）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力重构及其内在逻辑

…………………………吴方卫 卢文秀（6-2）

农业生产托管何以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张仁慧 张 瑜 赵 凯 王志彬（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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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 

数字金融对规模经营农户新技术采用的影响

………………………翁飞龙 霍学喜（1-85）

数字化转型与农村金融机构双重绩效提升

…………亓 浩 周月书 何立峰（1-108）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

费差距吗

………………………张 诚 翁希演（2-46）

数字农业发展的信贷融资效应

——来自江苏省家庭农场的证据

………………………周月书 葛云杰（5-160）

乡村数字治理与农村集体行动

………………张 岳 张 博 易福金（6-98）

 福利经济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住房制度框架展望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王玉庭 董 渤 李哲敏 李国祥（1-2）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农户获得感

——基于湖北省1036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

………………………李东平 田北海（1-22）

专业注入与集体激活：社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的实践逻辑

——以北京市赵庄子村为例

……………刘 闯 王亚华 刘 璐（1-45）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能否提升农村居民生

活满意度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杨义武 芦千文（1-161）

城镇化对本地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要素再配置的视角

……………………吕 炜 凡盼来（3-142）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趋同性研究

………………………全世文 张慧云（5-35）

包容性增长能促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吗

——兼论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刘 海 杨 丹 刘自敏 章 元（6-122）

【 政 治 】

地方政府建设数字乡村的注意力分配差异与政策逻辑

——基于 435份地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李燕凌 苏 健（1-127）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与

效能优化

——基于鲁中典型村的历时性探讨

…………………………………管 珊（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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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整合社会：政府主导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

——基于大儒村“五星达标”创建工作的田

野调查

………………………马 锐 赵晓峰（2-112）

跨越科层理性：理解基层治理的“再标准化”转向

………………………袁方成 王 丹（3-104）

政策何以塑造政治：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乡村

政治变迁

…………………………王春城 王 帅（4-2）

乡村振兴的法律激励：理念确立、文本检视与机

制革新

………………………陈灿祁 彭 媛（4-24）

论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主体的认定

…………………………………邢 涛（4-47）

论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的优先秩序

——基于全国司法类案的实证分析

………………………李玲玲 董千毓（4-67）

产权重塑：渔民群体国家认同建构的实现路径

…………………………………王彬彬（5-138）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结构转换与机制创新

——以资源约束型村庄为例

………………………………何晓龙（6-146）

嵌套式边界治理：地方政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内在逻辑

………………………刘 岩 陈吉平（6-164）

【 社 会 】

乡村振兴中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互动图景及生

态位逻辑分析

——基于广东省茂名市中垌镇公益组织生态

的检视

……………徐 刚 张海霞 吴 幽（2-94）

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何以可能

——基于就地养老视角的田野调查

………………………陈 璐 桂 华（2-131）

支付还是契约？农村彩礼支付实践的类型化研究

…………………………………牟敏娜（2-168）

制度信任与乡土韧性：农民工返乡建宅行动的呈

现与反思

…………………………………何海清（3-124）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实践逻辑与运

作机制

……………………………………纪 芳（4-90）

赋权与嵌入：制度复杂性下乡村职业经理人自主

性生成机制

……………李 航 王 杰 齐顾波（4-105）

流变的“家计”：县域农民“家庭城镇化”的日

常呈现

…………………………………胡静凝（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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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

——基于福建省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

的案例研究

……………林雪霏 陈昭霖 郑慧玲（6-79）

【 文 化 】

全面发展视域下的农民教育政策体系优化

……………………………………朱胜晖（2-2）

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

——基于帮扶车间的案例研究

…李 飞 李欣玥 肖志芳 杨雯渊（2-146）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乡村振兴文化基础的历史

渊源与现实价值

…………………………李 军 张晏齐（3-2）

文化何以兴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

…………………………王 超 陈芷怡（3-18）

农业领域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

——以农民合作社为例

……邓 悦 吴忠邦 邱 欢 罗连发（3-62）

【 生 态 】

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及其持续性的影响

——以炊事清洁能源消费为例

………………………汪 昊 张俊飚（3-163）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为例

………………………苏毅清 莫斯婷（4-124）

新村民进入何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

……………杜焱强 刘悦洋 刘平养（4-144）

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

散行为

……………蒋琳莉 黄好钦 何 可（4-163）

体验经济下绿色农产品的信任构建路径

——基于贵州省生态农业基地的典型案例研究

…………………………李 悦 伍国勇（5-75）

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发展的隐性冲突分析

——基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田野调查

………………张宇彤 朱洪革 蔡颖莉（5-93）

重点国有林区治理碎片化困境及破解对策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

……………纪 元 赵海兰 柯水发（5-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