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一 

、选择题 

1.农业是一个（）部门 

A.生产 B.生活 C.消费 D.分配 

2,农业的最根本特征是（）。 

A.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 

B.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 

C.农业生产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不一致 

D.农业生产具有空间上的分散性和地域性 

3 .下面选项中，（）不是农业的劳动对象。 

A.动物 B.植物 C.微生物 D.土地 

4 .（）是农业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 

A.土地 B.资金 C.科技 D.劳动力 

5 .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是（） 
 

 
6 .农业不具备（）功能。 

A.经济 B.社会 

7 .农业的负外部性包括（） 

A.水资源耗竭 

C.保持生物多样性 

8 .（）不属于农亚的弱质性。 

A.生产粮食 B,农产品消费量有限 

C 不耐储存 D.租地费用上涨较快 

9 .经济景气时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增加，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回 

流到农村这种现象属于农亚的（）贡献 

A.工业 B.服务业 C.农业 D.加工业 

C.文化 D.宗教 

B.农业景观 

D.吸收二氧化碳 

A.产品 B.要素 C.经济 D.环境 



10 .农业有农忙期和和农闲期，这属于农业的（）特性。 

A.土地是农亚生产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



B.农业生产具有空闲上的分散性和地域性 

C,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D.农亚生产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不一致 

二、思考题 

1 .农业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2 .如何理解农业的多动能性? 

3 .农业在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地位。请结合实际进行思考, 

中国为什么在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对农业实行全面保护?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二 

一、选择题 

1 .按照土地用途进行分类，错误的是（）。 

A.农用地 B.非农用地 C.未利用土地 D.滩涂地 

2 .关于土地的自然特征中，表述错误的是（）。 

A.土地面积有限性 B.土地固定性 

C.土地报酬递增可能性 D.土地质量异质性 

3.关于土地的经济特征，表述错误的是（）。 

A,土地供给稀缺性 B.土地利用区位性 

C.土地功能的永续性 D.土地利用社会公共性 

①叶兴庆，从三个维度看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 40 年演变.农村工作通讯，2018（14）:23-26. 

4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土地面积位居世界（） 

土地的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5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但人均土地资源拥有量（） 

B,多；均衡 

D.少；均衡 

）的一种特殊制度。 

B.私有 

D.租赁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制的土地制度 

B.私有 

D.租赁 

耕地分布（）。 

A,少；均衡 

C.少；不均衡 

6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 

A.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C.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A.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C.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C.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D.租赁 



8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制的土地制度 

A.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B,私有
 9 .农业规模经营主要有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形式，不属于集约经营方式



的是（）。 

A.单位土地投入较多劳动 B.主要靠扩大面积增加产量 

C.单位土地采用较多先进技术 D.单位土地采用较多劳动和先进技术 

10 .不属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特点的是（）。 

A.地区性 B.动态性 C.异质 TtD.小规模性 

二、思考题 

l.中国自古就有地大物博的自我描述，现在我国的农业土地供给真的能够满足农

民需要吗？ 

2 .中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和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之间有冲突吗? 

3 .中国未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美国、韩国、日本有何区别?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三 

一、选择题 

1 .我国劳动力的标准是（）。 

A.男性是十八岁到六十岁，女性是十六岁到五十五岁 

B.男性是十岁到六十岁，女性是十八岁到五十五岁 

C.男性是十六岁到六十岁，女性是十六岁到五十五岁 

D.男性是十六岁到六十岁，女性是十六岁到六十岁 

2 .不属于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数据构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有（） 

A.农业人口自然增长 B.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减员 

C.经济部门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 

3 .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质量指标的有 

A.劳动力体力 

c.劳动力年龄 

4 .不属于劳动力特点的有（） 

A.流失 TtB.可再生性 

5 .不属于农业劳动力特点的有（ 

A.生产的季节性 

C.劳动内容多样性 

6 .在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中，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结

构。 

A.一元 B.二元 C.三元 D.四元 

7 .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业剩余劳动力（） 

A.大；多 B.小；多 C.大；少 D.大；多 

8 .不属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特点的有（）。 

A.供给的增长具有经济推动力 B.供给较强的弹性 

C.供给量小 D.有效供给不足 

9 .不属于我国农业劳动力需求决定因素的有（）。 

D.国际移民 

（）。 

B.劳动力性别 

D.劳动力数量 

C.两重 TtD.流动性 

）。 

B.空间上的分散性和地域性 

D.劳动成果的稳定性 

（）经济 



A.农业自然资源状况 B.社会认可和经济状况



C.政府政策 D.农村人口规模 

10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特点，错误的有（）。 

A.存在区域性差异 B.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C.以就地转移就业为主 D.劳动力选择性转移 

二、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引发的工资上涨？ 

2 .随着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应如何理解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乡

村振兴的关系？ 

3 .随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耗殆尽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乡村振兴对 

于我国的意义是什么？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四 

一、选择题 

1.农业资金特征不包括（）。 

A.功能性 

C.农业资金的政策性 

2,农业财政资金不包括（）。 

A.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C.城市道路建设支出 

3 .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不包括（ 

A.生产的私人化 

C.生产的规模化 

4 .一般地，可以按农业信贷资金

业信贷黄金、合作信贷资金、政策信贷资金、民间信贷资金四种类型 

A.供给主体 B.需求主体 

C.供给客体 D.需求客体 

B.农业资金的外部性 

D.农业资金的高收益性 

B,农林水气等部门的事业费 

D.农业科技费用 

）。 

B.生产的专业化 

D.生产的市场化 

（）的不同，把农业信贷资金划分为商 

A.协会 B.农户 

6 .农户的资金来源不包括（） 

A.非转移性收入 

C.工资性收入 

7 .农户资金投资不涵盖（） 

A.农业设施建造支出 

C.农产品存储、销售费用 

8 .以下（）不是财产性收入。 

A.股票股息 B.补贴 

9 .工资性收入不包括（）。 

A.种植业收入 B.商业收入 

10 .农业信贷提供的对象为（） 

C.组织 D.企业 

B.农业经营性收入 

D.财产性收入 

B,农业生产费用 

D.城市建设费用 

C.存款利息 D.房租、地租 

C.建筑业收入 D.餐饮收入 



5 .（）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A.无业者 B.城市上班族 C.大学生 D.农业生产者 

二、思考题 

1,简述农业资金、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贷资金、农户资金的含义。 

2,简述农业资金非农化流动的原因 

3.农业投资如何影响农业增长?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五 

一、选择题 

1 .（）是农业经营形式及其制度的总称，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范

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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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能够与市场经营相适应、对内能够整合资源和收益的组织载体。 

A.农业经营体制 B.经营体制 

C.双层经营体制 D.家庭承包经营 

2 .（）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 

A.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B.集体统一经营 

C.农业经营体制 D.土地经营制度 

3 .土地的所有权与（）分离，是产生家庭经营这一基础层次的前提。 

A.承包权 B.流转权 C.收益权 D.经营权 

4 .双层经营体制以（）为基础。 

A.土地“两权”分离 B.种植业 

C.双层经营结构 D.土地集体所有制 

5 .党的（）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A.十七届三中全会 B.十五届三中全会 

C.十六届三中全会 D.十三届八中全会 

6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士地

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加

快搞活土地经营权。 

A.承包权 B.流转权 C.收益权 D.控制权 

7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被邓小平同志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A.家庭承包经营制 B.土地改革 

C.农业社会化服务 D.双层经营体制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的具体政策，即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年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 
 

10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核心内容是土地（）的承包。 

A.控制权 B.承包权 C.所有权 D.经营权 

二、思考题 

1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里? 

2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3 .我国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中分层经营存在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 

A.30B.15C.25 D.60 

A.家庭经营制 

C.小佃农经营制度 

B.合作制 

D.小农户个体经营制度 



面？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六 

一、选择题 

1 .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的不同点是（）. 

A.土地规模较大 B.土地来源以自有和流转为主 

C.需要登记 D.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2 .下列（）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局限性。 

B.小农户与大市场 

D.管理水平高 

3 .纯农户是指（）。 

A,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 95%Z 上的农户 

B.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 50K95% （不包括 95%的农户 

C.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 5%-50% （不包括 50%的农户 

D.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 5%（不包括 5%以下的农户 

4 .农业技术特性支持农业家庭经营存在的原因有（） 

A.农业技术应用有规模限制 B.农业技术关联性大 

C.农业技术的运用可以由单人进行 D.农业技术研发成本高 

5 .家庭农场的特征有（）。 

A.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 B.技术老旧 

C.管理不规范 D.经营规模小 

6 .按经营内容可将家庭农场划分为（）。 

A.专业型家庭农场和综合型家庭农场 

B.不雇工型家庭农场和雇工型家庭农场 

C.专营性家庭农场和兼业型家庭农场 

D.大中小型家庭农场 

7 .美国家庭农场的特点是（）。 

A.产权明晰 

C.规模化经营 



A.土地公有化 B.经营专业化 

C.农民职业素质低 D.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8 .下列（）不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动因。



A.家庭承包责任制缺陷的推动 B.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C.农民收入增加的需求 D.家庭农场发展限制了技术进步 

9 .农业普查办公室将农户分为()类。 

A.2B.3C.4D.5 

10 .()时期开始出现自耕农阶层。 

A.封建社会 B.资本主义社会 

C.奴隶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二、思考题 

1 .为什么家庭经营是当今世界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 

2 .家庭农场相比于其他农业经营组织有何优势? 

3 .国外哪些家庭经营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农业经济基础》形成性考核册练习七 

、选择题 

1 .下边（）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
  

C.罗伯特・欧文 

2 .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原则有（）项。 
 3 .我国农民合作社农民成员至少应占比例为 

 

4 .农民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有（） 
 C.保护、中介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年正式实施的。
 A.2005 B.2006 C.2007 D.2008
 6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处于（）。 

A.萌芽阶段 B.成长阶段 

C.深化和加速阶段 D.发展转型阶段 

7,下列（）不是合作社发展面临的困难。 

A.规模小 B.运作不规范 

C.功能单一 D.品牌建设不足 

8,下列（）不是促进农业合作化的途径。 

A.完善合作社发展的法律 B.培育农业合作经济主体 

C.制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 D.加强宣传 

9 .下列（）不是美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要规律。 

A.以大规模家庭农场为基础 B.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 

C.实用主义、商业化倾向较重 D.偏向保护农民 

10 .下列（）不是日本农协发展的主要规律。 

A.以中等规模经营为基础 B.制度从外部引进

A.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B.夏尔•傅立叶 

D.查理・季特 

A. 5 B. 6 C. 7 D. 8 

A.50% B.60% C.70% D.80% 

A.组织、中介 B.载体、服务 

D.以上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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