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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果简介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培养中，不仅存在研究生培养中较普遍的重

文凭轻素养，严进宽出难以确保毕业质量、导师重科研轻教学以及科
研精神弱化等问题；而且，与其他管理学科比较而言，农林经管研究
生显现更为明显的生源质量下滑、培养环境与资源差距加大。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 构建本-硕-博系统性课程体系，夯实研究生专业基础 

一是构建和实践农林经管专业基础课程的本-硕-博分级设置，为
研究生科研持续力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拓展重点专业人才培养宽度。全校范围开设国家级重点学科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中文、英文同时授课。 

三是加强核心课程优质建设。依托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平台，七
门核心课程实现优质课程建设。 
(2) 实施全方位国际化方案，培养国际化视野和能力人才 

一是研究生管理国际化。聘请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Henk Folmer 教
授为经济管理学院学术院长，直接参与研究生管理。 

二是研究生教学团队国际化。稳步增加海外知名教授授课数量，
根据课后考评，已稳定六门课程的国际教学团队。  

三是学生队伍国际化。农林经管专业国际研究生毕业和在校数量
稳步增加，目前在校 28 人。 

四是学术平台国际化。每年举办博士生论坛，至少邀请 10 位国
际知名教授做学术报告与交流；约 20%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五是去向国际化。每年 10-20 名研究生进入海外大学深造和工作。 
(3) 遵循研究生管理规律，完善措施，落实淘汰和“严出” 

遵循招生、培养、学位管理的基本规律，强化和落实“严出”。
例如，出台优秀研究生优选、优培制度；限制每级在职博士研究生数
量；完善授课质量考核；完善考试和严格开题制度，落实淘汰措施。 
3. 创新点 

—— 强化过程管理，提升科研持续力； 
—— 构建农林经管专业本硕博专业系统性课程体系； 
—— 实践一揽子国际化方案，提高科研能力； 

4.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实践显示，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培养质量明显提高。在农林经管

学术型研究生数量大幅下降情况下，2013 年的学术成果整体达历年
最高水平：发表中文论文 279 篇（CSSCI 79 篇）；三大检索论文 SCI 
8 篇，SSCI 5 篇，EI 1 篇，比 2012 年上升 65 %；2 名研究生获教育
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首次获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
陕西省首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中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贡献：完成了农林经管学科研究生从目标管理向过程管理转型；
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国际化授课团队；实现了中外研究生共学互融的学
术环境；为培养国际一流的农林经管研究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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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     名 
霍学喜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 年 1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9-87081059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电子信箱 xuexihuo@nwsuaf.edu.cn 邮政编码 712100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项目：农林经济管理专

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证书编号：

SJX111011；2013 年） 

主 

要 

贡 

献 

1. 作为主要参与人，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强化农林经济管

理研究生过程管理”实践思路和方案提出者之一； 

2.作为本硕博一体化课程体系主要设计者之一，参与一体化课

程设计，把关并考核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同时检查和避免课程内容

间的重复与脱节，为随后的一体化课程进入研究生课程电子系统做

了充分的课程内容准备和政策准备； 

3.为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战略，提供资助政策思路和实施，有

效促进和推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全方位国际化方案的落实； 

4.为农林经管研究生“严出”措施实施提供保障和支持。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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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完成人 
姓     名 

赵敏娟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1 年 1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9-87081398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电子信箱 
minjuan.zhao@ 
nwsuaf.edu.cn 

邮政编码 712100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主 
要 
贡 
献 

1.作为主要参与人，是我校“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强化农林经

济管理研究生过程管理”实践思路与方案提出者之一； 

2. 作为主要学院层面组织者，与相关教授和学科负责人，是

本硕博一体化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修订和完善的主要成员；

3.作为学院研究生研究生工作分管者，负责“充分利用国际资

源，强化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过程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全英文授课建设； 

4. 作为学院外事工作分管负责人，将农林经管管野研究生培

养与外事工作相结合，是实践中一揽子国际化方案的主要组织者和

执行者。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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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完成人 
姓     名 

白晓红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本科/硕士学位 

工作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助理研究员 

联系电话 029-87081141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研究生秘书 

电子信箱 
baixiaohong @ 
nwsuaf.edu.cn 

邮政编码 712100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主 
要 
贡 
献 

在项目完成人的带领下 

1．参与研究方案的制定、完善和实施； 

2. 协助主持人组织研究的实际实施； 

3. 参与制定各项学院研究生管理制度与政策并予以具体实

施； 

4. 参与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贯彻研究生培养的全

过程管理的精神并予以措施化； 

5. 协助组织多途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促成和完善研究生

学术交流平台的形成； 

6. 参与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督促和参与实施研究成果的

实践应用。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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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完成人 

姓     名 
朱 敏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4 年  6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无 

联系电话 029-87081141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电子信箱 zhuminxs@163.com 邮政编码 712100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主 

要 

贡 

献 

1、协助主管院长制定新版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新版方

案不但更加强调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而且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

“本—硕—博”分层教学模式，强化基础； 

2、协助主管院长做好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工作，安排

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听取报告会，并以此为依据，根据学术型研究生

新版培养方案，做好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工作； 

3、根据学校及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相关会议通知，为我院研究

生参加学术会议做好传达及选拔工作，鼓励优秀研究生“走出去”

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4、协助主管院长做好我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八门课程全英文

授课试点的筹备工作，后期将根据国际学院安排，做好八门课程的

上课准备工作； 

5、根据学校留学文件，组织我院研究生做好国家“建设高水

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申报工作； 

6、根据学校校级优秀学位论文的文件精神，鼓励我院研究生

积极申报，并配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做好优秀学位论文的评选

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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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完成人 

姓     名 
白亚娟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6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实验师 

联系电话 029-87081141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电子信箱 472868268@qq.com 邮政编码 712100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主 

要 

贡 

献 

1.在实践过程中，贯彻执行学院制定的系统化研究生课程设计

体系，确保体系有序的运行； 

2.协调和推进学院制定的各种研究生政策有效、有序的运行；

3.协助主管院长，制定课程听课制度，以监督课程质量； 

4.做好研究生论文审查工作，组织对学位论文的抽查工作，确

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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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1）完成 

单位名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 系 人 朱敏 联系电话 029-87081141 

传    真 029-87081209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3号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邮政编码 712100 

主 

要 

贡 

献 

1. 是我校“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强化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过

程管理”实践的实践单位； 

2. 全院授课教师与学科带头人，均参与和实施了本硕博一体

化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修订与完善； 

3.在学校支持下，实施我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全英文授课建

设； 

4.在研究生院支持下，申报和实施重点研究生课程的重点建

设任务；  

5.在学校政策框架内，出台学院优质生源选拔恶化激励措施；

6.在我校首次制订并实施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淘汰措施； 

7.组织和实施各种国际化活动，推动和鼓励农林经管研究生

的国内外学术平台建设与学术交流。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注:联合申请项目此页可复制填写，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宜超过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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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完

成 

单位名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 系 人 程捍卫 联系电话 029-87080155 

传    真 029-87080155 电子信箱 wschw@126.com 

通讯地址 

陕西.杨凌.邰城路 3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 

邮政编码 712100 

主 

要 

贡 

献 

1. 在我校“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强化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过

程管理”实践设计初期，给予充分的组织支持； 

2. 组织校外专家论证本硕博一体化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设

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并支持和保障本硕博一体化课程体系在试

用期进入全校选课系统； 

3.出台优质生源吸引政策；并支持农林经管专业研究生在优

质生源吸引的改革性措施； 

4.出台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类政策；通过支持博士

生论坛等形式，鼓励农林经管研究生的国内外学术平台建设与学

术交流。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注:联合申请项目此页可复制填写，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宜超过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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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三位理事签字： 

 

年    月   日 

 

初 

评 

意 

见 

评审组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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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评 

意 

见 

 

复评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会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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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目录 
 
1. 反映成果的总结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着眼国际农林经管学科发展趋势与国内农林经管研究生培养格局，立

足研究生培养区域功能，与我校强势学科相融合互促进，充分利用国

际资源，强化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过程管理，以提升研究生科研持续

力和为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培养高级经济管理类人才为目标。 

(1)  形成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科研持续力的系统性课程体系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强调指出，重

视发挥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我校农林经管专业研究生培

养中，重视基础理论课程，突出优势专业课程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

强化过程管理，旨在夯实研究生的科研理论基础，提升科研持续力为

目标。在现有研究生“严进”的基础上，包括以下三方面实践培养环

节制度建设与实施。 

① 较为成熟的农林经管专业基础课程的本－硕－博系统课程体

系，凸显研究生课程内容互补性与前沿性。包括：一是提升基础理论

教育课在整体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既强调专业基础教学的系统性，也

避免课程内容间的重复与脱节，选择管理学、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财务管理学等专业基础课作为建设课题。二是在本科教学基础上，依

据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目标，完成课程描述；三是检查并避免了

不同级间、不同课程间授课内容的重复与脱节，强调每门课程的相对

独立和在整个培养目标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功能。 

②国家级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多样性显现。

一是在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到国际化影响，将国际化教育理念纳入到



 12

研究生课程体，对此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全校范围内同时开始中文、

英文授课，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现代管理

学、发展经济学、投资经济与项目管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高级财

务管理学等八门课程；二是对此专业的课程，全校范围内研究生（含

国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中文或英文授课；三是为增强研究生课程内

容的规范性、前沿性，进一步强化本专业的学科优势，每门英文授课

团队人数不得少于 3 人，且必须有连续一年以上出国经历。 

③ 确保核心课程成为优质教学资源。依托我校研究生优质课程

建设项目，近四年来，农林经管的核心课程已经全部进入建设序列，

并通过验收。包括：一是入选课程有赵敏娟教授的“高级微观经济

学”课程、朱玉春教授的“高级技术经济学”课程、郑少锋教授的

“计量经济学”课程、陆迁教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夏显力

教授的“ 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孔荣教授的“会计理论研究”课

程，赵凯副教授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等 7 门课程。二是从课

程国际化大纲编制、国际化教材、课程网络平台、学生问答等多方面

建设，确保课程教学效果的学术性前沿性。三是依托学校资源建设该

专业课程，依靠学校资源完成课程建设验收，保障课程建设质量。 

(2) 全方位国际化培养方案内部互促，国际化途径多样，效果明显 

刘延东副总理在 2012 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强调

指出，要把提高国际化水平作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和

新的增长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

影响力和竞争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久以来把建设国内外知名的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核心思想，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国际化水平上，农林经管学科研究生培养以服务于学校整体建设

思想为发展目标，把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层次和水平作为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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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贷的历史使命。围绕这一宗旨，立足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

研究生教育理念，采取了一揽子、全方位的开放式的农林经管研究生

国际化培养方案。 

① 常规的国际化研究生管理。包括：一是海外知名教授参与研

究生管理。特聘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 Henk Folmer 博士为经济管理

学院学术院长，Folmer 博士在全球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学术成果极

为丰富，极具学术影响。农林经管研究生管理中，依靠学术院长的学

术科研能力及国际化背景，促进研究生管理制度、学术制度建设。二

是通过学术院长授课、拓展国际合作、讨论与座谈等指导研究生提升

学术科研能力、规范学术科研英文论文写作。 

② 稳定的国际化教学团队。包括：一是在全球范围网罗优质教

学资源，特聘为研究生开设学术专题或专业课程，截至目前，包括《高

级统计学》、《环境经济学》、《生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自然资

源经济学》等累积 18 门次的课程和学术专题讲座，是由来自美国、

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知名大学的教授来授课，近三年来累

积授课 566 学时，年均 189 学时。二是重视海外教授授课考核，实现

海外优质教学资源的稳步增长。通过课后的学生与青年教师对授课的

全面考评，淘汰部分（目前）不合适的课程，根据实际需要，稳步增

加和引进农林经管研究生国际优质资源。三是鼓励中青年教师进入国

际化授课团队。依托国家对“985”“211”大学教师出国进修学习的

政策优势，中青年教师赴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攻读学位、合作

研究、学术交流和进修学习，鼓励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出国经历的中青

年教师进入研究生教学团队。 

③初具规模的人才培养国际化模式。国际化经历与经验普遍被视

为培育研究生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重要途径。一方面，依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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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大力推进研究生的国际联合培

养，积极开展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互换、学术交流等工作，开

展高水平的国际科研合作。这几年，学院研究生出国访学、交流的人

数日益增多，累积 15-20%的研究生有国际化的经历和经验。这一政

策的实施，为研究生提供了接触学科前沿和国外最新学术成果的机

会，从而极大地开拓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维，

全面提升了研究生科学研究的国际水准，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

平研究型人才提供了必要的途径。另一方面，为提高学校对外开放水

平和国际形象，学校加快发展海外留学生教育，大量招收来自不同国

家的留学生。学院留学生人数从 2010 年的 2 人，逐步增加到今年的

17 人，累积在校人数达到 33 人。随着学院国际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

加，一方面促进了学院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促进了本学

院研究生之间国际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同时，有几位优秀的留学生，

毕业后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为学院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

誉。通过这一途径，学院初步形成中外研究生共学互融的学术环境，

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学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院以国际化的研究生教育理念为指导，制定了明确的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发展规划，截止目前，已经在学术队伍、师资团队、人才培

养方面开拓了稳定多样的国际化途径，同时随着国际间科研学术交流

合作、互访学习交流活动的日渐常态化，学院农林经管专业研究生教

育正朝着国际化的目标有效推进。 

（3）稳步增长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教师科研能力形成良性互促关系 

①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显著提高的学术论文发表水平。项目实施几年来，研究生发

表学术论文的质量明显提高，累积在《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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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Water Policy》、《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Metalurgia  International》、《农业工

程学报》等 SCI、SSCI 和 EI 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7 篇。高级别期

刊学术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从 2011 年 1 篇，2012 年 2 篇，增加

到 2013 年的 14 篇，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数目递增来看，项目的实施，

促进了学院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整体性提高。 

二是逐步增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次数。项目的实施，为学生进

行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条件，截至目前先

后有多位同学获资助，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提交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2011 年彭艳玲同学参加了“中国旅美经济学家协会

年会”；2012 年姚柳杨同学、侯建昀同学参加了“全球化时代中国

农业的发展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 年王丽佳同学参加

“2013 年科学工程与技术”国际会议，提交学术论文“中国合作社

成员投资意愿分析”；同年，林颖同学参加了“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向大会提交“The Income 

Change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Areas Enrolled in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 in Loess Plateau 

Region”学术论文；2014 年侯建昀同学参加了“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

会第 26 届年会”，提交论文“Transaction Costs and Farm-to-Market 

Linkag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e Producers”。 

三是不断增加的各类学术奖励项目。项目在 2010 年实施以来，

先后有苗珊珊、王建华、彭艳玲、袁亚林等 4 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校

级优秀学位论文”；唐娟莉、王昕等 2 位学生获得“博士研究生学术

新人奖”；王晰学生获得“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

2014 年 6 月，在陕西省首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暨创新成果洽谈会上，

我院博士研究生吴海霞，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China’s Crud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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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 and Ethanol Markets（我国原油、玉米、燃料乙醇市场价格波动

溢出效应研究）、博士研究生于金娜，Designing afforestation subsidies 

that account for the benefit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 case study using 

data from China’s Loess Plateau（基于碳汇视角的造林补贴标准研究：

以黄土高原为例），2 人获得一等奖；博士研究生樊辉，自然资源非

市场价值评估的选择实验法：原理及应用分析，获得二等奖。 

②通过研究生培养中一揽子国际化方案的实践，和对研究生过程

管理的强化，不仅明显提升了研究生可以持续力，而且从多个方面带

动了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一是形成稳定的以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组成的金字

塔结构的科研团队 5 个，包括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团队、生态与环境

管理研究团队、农村金融团队、自然资源经济团队和涉农组织管理团

队。团队的形成不仅有效促进了学科科研成果与产出，而且迅速建设

起良好的研究生学术氛围。 

二是锻炼和促进了教师队伍国际化进程。一揽子国际化方案实施

过程中，每个环节均安排中、青年教师的参与并完成相应的任务，从

教材建设、授课技能和学术水平多方面，逐步将国际资源转化为本校

教师内在能力。同时，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全英文授课，更为有效的

推动了相关教师团队的国际化水平。 

三是教师与研究生合作科研成果增加。首先，导师与研究生合作

申请国家级课题获批数量递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

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在近两年均呈稳步递增；其次，导师与研

究生合作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稳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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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相关支撑材料目录 

1. 加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决议 

2. 经济管理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规定 

3. 经济管理学院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评选办法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

实施办法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

证的补充通知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全英文授课项目 

7. 经管学院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名单 

8. 经济管理学院 2010-2013 年国内、国外教授学术报告统计表 

9. 经济管理学院 2010-2013 年博士生学术论坛安排 

10.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名单 

（经济管理学院 2010 年-2013 年） 

11. 经济管理学院聘请国外教授授课与学术讲座统计表 

(2010 年-2014 年 6 月) 

12.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发表 SCI、EI、SSCI 论文统计表 

(2010 年－2014 年 6 月) 

13.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统计表 

（2010 年—2014 年） 

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0-2014 年研究生公派出国汇总表 

15．经济管理学院留学生人数统计（2010 年-2014 年） 

1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获奖情况 

(2010 年-2014 年) 

 

 

 



附件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文件  

 

加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决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建于 1936 年，1960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4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89 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经过老一辈专家及几代人的共同

努力，学科得到持续发展，2000 年获得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第三次重点学科评估中，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截至 2010 年底，累计培养博

士研究生 322 人，硕士研究生 916 人（留学生 1 人）；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 228 人（留

学生 12 人），硕士研究生 383 人（留学生 12 人）。 

同时，我校的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当前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一方面，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快速更新，研究内容在农业与食品等全球性新问题的不断

融合，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再次进入了快速发展且压力重重的阶段；另一方面，

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向应用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和产品经济等领域的拓展，各

类综合院校也进入农业经济管理领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生培养竞争更加激烈。截止

2010 年底，全国管理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 131 个，博士点 67 个；经济学一级博士学

位授权点 43 个，博士点 48 个。作为农业大学内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我们正面临着这样

的双重压力与激烈竞争。 

我校是全国第二批设立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点的三个院校(南京农业大

学、沈阳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之一，也是 1988 年设立农业经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

三所院校（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一。2000 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设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2007 年重点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七，一方面全国农

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大幅度增加，已由 1984 年西北农业大学设博士点时





附件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文件  

                            

经管[2011]15 号 
      

 

 

经济管理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教学管理，规范研究生教学秩序，

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在学校有关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基础上，结

合我院的发展需要,对我院研究生教学工作做如下规定： 

一、关于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资格的规定 

研究生课程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应具有一定科研经验

和授课经验的教师担任，任课教师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含副高）

以上职称，其中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原则上只能给专业学位研

究生任课。 

二、关于研究生课程选修人数和开课方式的规定 

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教学的要求，学院规定，选课人数低于 5

人的课程不能开课；如该门课程确实需要，代课老师同意后以辅

导自学等形式进行，不计入考试成绩。 

为提高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任课教师应在学校安排



的教室上课，原则上不允许任课教师将课程安排在办公室。 

在课程安排上，研究生院一门课程安排两节课程排课，学院

原则上不做三节以上（含三节）的课程排课。 

三、关于调课、代课的规定 

1．任课教师不得无故调课、停课。因公外出、调研等需要调

课时，按学校规定办理相关调课手续。无故不上课者，按教学事

故处理。 

2．严禁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代课。 

四、关于课程评估的规定 

从本学期开始，我院将试行研究生课程教学评估。具体如下： 

1.研究生任课教师在课程结束之前，请在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按学生人数领取课程评估表；（见附件） 

2.在任课教师最后一次授课结束时，将评估表当堂发给学生； 

3.由班长组织，学生当堂完成课程评估交给班长或各专业负

责人，由班长或专业负责人收齐后当天直接交送学院研究生办公

室。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评估的教师，需要本人说明，学院

研究生办公室签字备案，学院可另行安排课程评估；无故不参加

课程评估的教师，将认定为教学效果不合格。 

五、关于教材和参考书的规定 

每门课程应指定参考教材（包括电子教材）或参考阅读材料。 

六、关于课程考试的规定 

凡由我院承担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开设的各门课程，必须进

行考核。其中，学位课程建议实行全闭卷考试；考试结束按照学

校规定要求任课教师录入、提交考试成绩；同时，将考试成绩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生课程教学调查表 
教师：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 
校区：__________    学期：____ 年_ ___学期    年    级：____________ 

 

注意：请用 2B 铅笔填写要将圆圈全部涂黑，修改的时候请用橡皮擦干净，不要做任何额外的标记。 

这门课期望得到的分数：90 分以上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60 分以下 

这门课是否是专业课：是   否  

你以往各门课程平均成绩： 90 分以上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60 分以下 

这门课程你的出勤率：90-100%    75-89%    50-74%    25-49%    0-24% 

涂黑每个问题后面相应等级的圆圈来评估一门课或者一个教师的教学情况。 

 不能接受     优  秀 

 1 2 3 4 5 6 7 8 9 10

一、课题讲授           

1.授课方式清晰有效 ○ ○ ○ ○ ○ ○ ○ ○ ○ ○

2.教学总体安排合理 ○ ○ ○ ○ ○ ○ ○ ○ ○ ○

3.能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 ○ ○ ○ ○ ○ ○ ○ ○ ○ ○

4.课程教学的目标明确 ○ ○ ○ ○ ○ ○ ○ ○ ○ ○

5.完成预定的课程教学目标 ○ ○ ○ ○ ○ ○ ○ ○ ○ ○

6.上课缺课情况           

二、作业与考核情况           

7.课后作业是否是课程讲授的重点 ○ ○ ○ ○ ○ ○ ○ ○ ○ ○

8.完成作业后帮助你获得有用的知识 ○ ○ ○ ○ ○ ○ ○ ○ ○ ○

9.考试内容是课程重点 ○ ○ ○ ○ ○ ○ ○ ○ ○ ○

10. 打分过程公平 ○ ○ ○ ○ ○ ○ ○ ○ ○ ○

三、课外情况           

11.备课情况 ○ ○ ○ ○ ○ ○ ○ ○ ○ ○

12.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对你的帮助程度 ○ ○ ○ ○ ○ ○ ○ ○ ○ ○

13.在课堂内外与学生保持良好的沟通 ○ ○ ○ ○ ○ ○ ○ ○ ○ ○

14.对学生的关注和关心程度 ○ ○ ○ ○ ○ ○ ○ ○ ○ ○

15.这门课程在什么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基础或者专业水平 ○ ○ ○ ○ ○ ○ ○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济管理学院 

研究生课程教学调查 
（仅供教师阅读内容） 

 

 

教师：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 
校区：_________    学年：____ 年____学期_   年    级：____________ 

 

 

注意：以下问题的答案仅仅会在你的课程成绩被提交后由教师本人阅读。所以请认真填写以便你的填写内

容能够被教师阅读。进而改善他的课程教学。 

 

 

A 这位教师在教授这门课的过程中最有效果的方式是什么？ 
 
 
 
 
 
 
 
 
B 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你认为这位教师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些努力？ 
 
 
 
 
 
 
 
 
 
C 下面的空白可以写出你对该名教师授课的其他建议。 
 





 

经济管理学院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评选办法 

一、 评选目的 

为扩大我院研究生的优质生源，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院

决定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攻读硕博研究生，并出台相应支持

政策。 

二、 评选条件 

1.必须是我院正式注册在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成绩排名必须位列本专业的前 3%，排名以当年我校教务处公布的成

绩排名为依据； 

3.优先考虑在我校认定的 A 类期刊、CSSCI、SSCI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的学生。 

三、 实施措施 

1.凡有资格进入选拔范围的学生必须统一参加我院组织的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复试，满足我院录取的基本条件； 

2.通过学院复试的入选者，其培养方式选择要求为硕博连读研究生。 

四、 奖励措施 

1.本计划入选者，学院发放 20000 元奖学金（按学年发放，10000 元

/年）； 

2.本计划入选者，第三年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进

入我院的优博培育计划。 



附件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文件  

                            

经管[2013]6 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施办法 
 

一、评选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研究生刻苦钻研，激励研究

生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探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机制，促进我院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特制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以下简称“优

博培育计划”）。 

二、评选对象与原则 

1. 我院正式注册学籍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博士研究生。 

2. 我院正式注册学籍的硕博硕士阶段二年级研究生。 

三、评选基本条件及要求 

（一）满足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我院优博培育计划。 

1.博士二年级，在课程学习阶段的学位课加权平均成绩在本年级前 50%

者。 



2.已经完成开题报告论证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依托

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到位经费 5 万元以上），并且开题报告评价结

果为优秀。 

3.已有学术论文发表于高水平学术期刊（见附表），其中硕士研究生

至少一篇，博士研究生至少两篇。 

4.已在校内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部认定的 A 刊、SCI、SSCI

期刊发表论文，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研究生，优先考虑进入培育序列。 

（二）评选要求 

1.学位论文必须依托导师或导师所在团队国家级及以上科研课题； 

2.申请者在评审组通过后，须获得导师的后期科研经费资助与助研津

贴资助的承诺。 

3.凡入选我院优博培育计划者，博士阶段学习时间不得少于四年；硕

士入选培育计划者，须在三年级申请转博，博士阶段在校学习不能少于四

年。  

4.具有以下行为之一者不得参与申请：有违法违纪行为者；学习成绩

有不及格课程者；在学术研究中有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者。 

四、评选程序与资助标准 

1.我院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可自愿报名，并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优博培育计划申请表》（见附件）。 

2.学院成立由主管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组成的 5-7 人优博培育计划评选

小组，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评审的基础上，结合申请人答辩的方式，





附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优博培育计划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年 级  学生类别  导   师  

政治 

面貌 
 

学位课成

绩加权平

均分 

 

 

（后附各课程成绩） 

联系电话  

 

依托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主持人： 

 

课题总经费与时间： 

 

科 

 

研 

 

情 

 

况 

 

科研论文： 

 

 

 

 

 

 

 

 

 

获 

 

奖 

 

情 

 

况 

（近三年获得的各类奖项、荣誉奖情况） 

 

 

 

 

 

 

 



导 

师 

综 

合 

评 

价 

与 

建 

议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评 

选 

小 

组 

意 

见 

 

 

 

 

 

 

组长（签名）： 

 

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 

院 

审 

批 

意 

见 

 

 

 

 

 

 

 

 

                                          （ 盖 章 ） 

                         年     月     日 

 

 

注：1. 此表格需正反面打印 

2. 学生类别填写：硕博连读（硕）、硕博连读（博）、普通硕士、普通博士 



附件 

指导教师优博培育计划资助承诺书 

 

同意研究生          进入优博培育计划；为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培

养质量，承诺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学院优博培育资

助期间，配套给予该研究生不少于     万元/年的科研经费资助，和      

元 /月的助研津贴资助。 

 

 

                                              研究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注：导师配套的科研经费资助不少于 5 万元/年；导师配套资助的助研津贴不少于学院优博资助额度

的 50%。 



附件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文件  

                            

经管[2013]4 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的补充通知 

各位导师、研究生： 

为进一步确保我院博士研究生选题的前沿性和科学性，强化从

学位论文源头的规范管理，做好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

过程管理，提高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在对《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的暂行规定》（校研发[2005]025 号）

相关规定框架下，学院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事宜补充

如下： 

第一条  学院统一邀请校外相关博士研究生导师参加我院博

士研究生开题论证答辩；学院每年分两次，分别在 6月和 12 月进

行博士研究生相对集中时间开题。  





附件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全英文授课项目 

 
一、全英文授课专业简介 

全英文课程内容要符合最新全英文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及时

反映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及最新科技成果，逐步实现和国际学科接轨，深度

和广度把握得当。本着稳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拟定以下八门全英文

课程的课程体系。 

1. 建设的课程包括： 

（1）宏观经济学（II）   Macroeconomics（II）；  

（2）计量经济学（II）   Econometrics(II)； 

（3）现代管理学         Mordern management science； 

（4）微观经济学（II）   Microeconomics（II）； 

（5）发展经济学         Economic Development； 

（6）高级财务管理学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 

（7）投资经济与项目管理 Investment economy and project ； 

（8）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2. 教学团队建设 

为了有利于与国际一流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营造国际化氛围，有利于

实现全英文授课。要求任课教师具有国外留学连续一年以上或国外博士学

位经历，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成果显著，具有教授或副教授（必

须具备博士学位）以上职称的教师为八门全英文授课课程负责人。 

3. 课程体系建设 

（1）加强实践环节。除了全英文课程讲授之外，更要将课程基础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使国际留学生及时参与到教师的科研团队中去，使国际留

学生及时跟踪国际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发表国际文章（SSCI\SCI）



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2）加强学术培养环节。要求国际留学生每年必须听 3 场以上全英文

学术报告，并撰写英文读后感；同时在读期间必须在学校或学院范围内做

1-2 次全英文学术报告。 

 (3)加强课程团队建设。本次学院拟开设的 8 门全英文课程，应加强

团队之间的融合，项目负责人应定期召开各课程负责人交流会，一方面交

流好的授课技巧和方法，另一方面改进授课中的不足，确保全英文授课质

量。 

4. 建设措施 

（1）一流的课程体系需要依托一流的教材和课件建设来支撑。在引进

先进教材的基础上，本项目将着力建设一套图文并貌、生动直观的多媒体

课件，配合课程讲授。营造留学生培养的数字化、信息化教学环境。根据

教学需要准备相关电子材料，例如配套的教材、先进的教学大纲、案例库、

参考文献、国内外学习网络资源及媒体资源等，为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平

台，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全校共享； 

（2）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全英文课程的大纲、课件、辅助材料等都将

尝试互联网共享； 

（3）根据留学生课程类型和授课方式，建设多阶段、多形式组合的学

习效果考核评价方式。通过考评全面真实反映留学生学习效果和差异，有

利于调动留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留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5.建设步骤 

（1）2012.6-2012.8，明确教学大纲； 

引进原版教材和教学参考；初步建立课程网络资源；  

（2）2012.9-2012.12，完成各门课程适用教学课件， 

（3）2013.1-2013.4，提交编印的课程讲义，完成课程网络资源建设 

（4）2013.5-2013.7，课后阅读体系建设；  

（5）2013.8-2013.,10，修改和完善多媒体教学课件、电子教案；完成



课程网络平台建设； 

（4）2013.11-12，完善所有的教学资源；及时对已有资源进行更新;完

成专业课程项目建设总体报告。  

 

二、主干课程简介（每个课程介绍不少于 200 字） 

1. 宏观经济学（II）   学位课 （课程编码：es015001） 

本课程将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分为五大模块，第一模块为宏观经济学

的基本概念、问题和框架。第二模块为跨时期经济学，包括消费、投资、

储蓄、公共部门、经常项目；第三模块是货币经济，包括货币需求、货币

供给、货币、汇率、价格和通货膨胀；第四模块是产量决定，包括封闭经

济条件下的产量决定，开放全球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第五模块为价格和

增长，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增长。 

本课程的重点一是以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模型为核心，扩展到背

后的失业理论、消费、投资理论和通胀模型；二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三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问题及政策研究。 

本课程注重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阐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强调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将跨期选择模型引入宏观经济中，研究家

庭和厂商的跨期选择问题；引入最优动态方法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引导学

生从全球视角把握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为学生进一步从事宏观经济的分析、

管理、决策打下坚实基础。 

2. 微观经济学（II）   学位课 （课程编码：es015002） 

课程主要内容 

—涉及到的相关数理经济学内容（要素的关系、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

问题、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包络线定理、均衡分析） 

—生产理论（生产函数、利润最大化问题、利润函数、成本最小化问题、

成本函数、需求函数等） 

—消费理论（消费者行为偏好与选择、效用函数、效益最大化、间接效

用函数、支出最小化问题、支出函数、货币度量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

希克斯需求函数） 

—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的风险偏好、风险的厘定、最优保险额分析） 



—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帕累托集、契约曲线、一般纳什均衡、瓦尔

拉斯均衡等） 

—外部性（市场失灵、私人对策与公共政策、公共产品与供给等） 

—博弈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博弈的效率与公平等）。 

重点：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均衡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博弈论。 

深度：整体上，与当前美国主流大学的硕士水平接近。其中，新古典

经济学部分完全接轨；现代经济学的内容略低于国际硕士水平，但高于本

科生水平。 

3. 计量经济学（II）  学位课 （课程编码：es015003） 

本课程以中级计量经济学为主，适当吸收高级水平的内容；以经典线

性模型为主，适当介绍一些适用的扩展模型，形成具有特色的内容体系。 

本课程较为系统地介绍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最新进展以及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和 Stata。内容共分 11 章，前 3 章介绍回归分析的

基本内容及其应用问题，这是整个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第 4 章至第 7 章分

别介绍建立单一计量经济模型时产生的异方差性、自相关性、多重共线性、

虚拟变量、模型设定误差以及随机解释变量等计量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这是全书的重点；第 8 章介绍联立方程模型，这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

第 9 章至第 11 章介绍面板数据模型、限值因变量模型和样本选择纠正,分

布滞后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这部分内容是当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也是本课程的难点，属于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内容，计划将其作为研究

生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本课程特别强调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和

Stata 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应用中提高学生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能力。 

4. 现代管理学      学位课 （课程编码：es015004） 

在参照斯蒂芬.罗宾斯等国外教材的基础上，本书认为，管理学原理的

所有内容都是为决策服务的，只不过各部分内容服务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而

已，从管理学原理各章内容对求解决策的实际作用看，具有微观准法律作

用的管理制度和领导是决策正确的社会政治保证（从逻辑上看是决策正确

的必要条件）；应用先进的思想和手段（计算机等）加工处理信息并进行预

测是决策正确的技术保证（从逻辑上看是决策正确的充分条件）；决策产生

后，有效地设计、构造和区分管理职能及其执行，进而形成激励与约束机



制，是决策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保证。依据上述看法，形成了本书现在的

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既反映了决策的实际形成过程，也反映了决策的

逻辑过程，是逻辑与现实的统一。此外，这一结构体系还体现了管理学的

研究对象，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结构体系安排具有创新性。本专业同行可能

一眼就会看出，这样的结构体系安排渗透着一种理性主义倾向，而中国是

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想盛行的国家，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是理性主义

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管理的融合。我们的目的正是想通过课堂教学把书本上

的理性主义管理与中国现实中的非理性主义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为祖国的

现代化建设服务。 

关于如何教和如何学习本书，我们总体认为寓教于乐是教学工作的最

高境界，寓学于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高境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学生

发现兴趣、培养兴趣并深化这种兴趣，最终使这种兴趣变成学生谋生的能

力。具体讲教师要给学生提供管理学思想、方法和知识，学生把自己接受

的这些思想、方法和知识与实践结合，通过理解和消化转化成新的管理学

思想、方法和知识，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能力. 

5. 发展经济学        学位课 （课程编码：es015005） 

此课程涉及发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讲授理解低收

入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的动力和过程的诸多认识和模型的同时，该课程还

将讨论贫穷和不平衡、农业和农村发展、教育和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

腐败、政策和治理等重要层面的问题。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不仅理解有

关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基本概念和模型，而且培养他们用来评估政府的作用

和政策有效性的分析能力。该课程的阅读材料包括一本在国际上广泛应用

的课本以及其它精心挑选的课本和杂志文章。 

6. 高级财务管理学      选修课 （课程编码：es015006） 

高级财务管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中级财务会计基础上对原有

的财务会计内容进行补充、延伸和开拓的一门学科，将企业集权和分权、

委托代理理论与管理会计相融合的学科研究。 

高级财务管理主要内容：1.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财务管理

的环境、财务管理主体假设、财务目标理论等，是财务管理问题的起点；

2.财务管理中的筹资管理，包括权益筹资和债权筹资的比较，财务分析和



评价,属于财务管理比较基础的知识；3.财务运算理论，主要侧重财务预算

和财务风险管理、业绩评价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4.非日常财务决策理论:

主要研究公司在并购、重组等特殊业务过程的财务问题，股票上市和期权

的应用问题。 

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与本科教学不同，在财务管理实务的基础上，更加

侧重管理理论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和挖掘，其难度介于高级财务和中级财

务之间，使学生容易掌握。另外，本课程添加财务管理理论前言，将本学

科的热点研究介绍给学生，促进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选修课 （课程编码：es01500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导论、经济学基础、自然资

源利用经济、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环境污

染控制、国际环境问题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重点内容是自然资源利用经济、环境问

题的经济学分析、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国际环境问

题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讲授深度要求是，能使学生读懂相关领

域国内外研究文献，掌握该学科的研究动态，自主应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

相关理论来解释现实中出现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方面的现实问题，并撰

写论文。 

8. 投资经济与项目管理   选修课 （课程编码：es015008） 

 《投资经济与项目管理》这门课程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投资

经济，这部分重点介绍详细讲解了投资领域中的风险组合理论、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证券评估、衍生证券、资产组合

管理等主要内容。另一部分是项目管理，这部分主要从战略层面阐释项目

管理的方法，并以整体的视角看待项目管理中多要素的集成；从项目管理

的科学层面介绍项目的风险管理、成本估算和预算、项目进度计划与关键

链、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控制等技术与方法；同时也从项目管理的艺术

层面来讲解团队建设、冲突解决、谈判协商的方法。 

 



三、培养目标 

结合国家和学校对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留学生工作的要求，以我校研

究生英文课程专业建设为契机，根据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的特点，农业

经济管理全英文授课的目标是：“教学方法上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课程体

系、逐步实现和国际接轨、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四、学习期限：全日制二至三年                        

入学时间： 秋季入学 

学分与毕业论文： 

在规定的在学年限之内，修满 23 个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答

辩，达到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颁发硕士毕业证书，符合硕士学位条件的

授予硕士学位。 

必修课程： 7  门共  19  学分 

选修课程： 3  门共  6  学分 

所开设的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1 汉语 学位课 4 120 

2 中国文化 学位课 3 48 

3 宏观经济学（II） 学位课 2.5 40 

4 微观经济学（II） 学位课 2.5 40 

5 计量经济学（II） 学位课 2.5 40 

6 现代管理学 学位课 2.5 40 

7 发展经济学 学位课 2 32 

8 高级财务管理学 选修课 2 32 

9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选修课 2 32 

10 投资经济与项目管理 选修课 2 32 

•  学位要求：学士学位或以上 

•  学术背景：具备该课程的专业知识背景 

•  英语水平：母语非英语研究生申请全英文授课的英语水平要求为新托福 

90 分或以上，雅思 6 分或以上，或提供达到相当英语水平的证书。来自

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申请者免英语水平证书；大学阶段授课语言为

英语的申请者可免英语水平证书，但须提交英文教学语言证明。 

 

项目负责人：赵敏娟 教授           联系人：白晓红  

电话： 029-87081398  029-87081140  传真：029-87081209 

电邮：minjuan.zhao@nwsuaf.edu.cn  

网址： http://cem.nwsuaf.edu.cn/                   





 
附件 8 

经济管理学院 2010-2013 年国内、国外教授学术报告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1 刘  璨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2010.7.2 

《中国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问题研究》 

2 
Svend 
Rassmusen  

丹麦 教授 2010.7.30 丹麦农业生产变化分析 

3 
Isabelle 
Tsakok 

丹麦 博士 2010.8.5 
农业发展与农业分析：农业转型

过程的主要阶段和重点政策问

题(一周授课） 

4 李忠民 
陕西省政府金融办公

室副主任 
教授 2010.10.2 中国式管理 

5 李秉祥 西安理工大学 教授 2010.10.5 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 

6 胡文莲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

行副行长 
高级经济师 2010.10.5 金融前沿知识与最新实践动态 

7 扈文秀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 
教授 2010.10.7 资产价格泡沫与泡沫经济 

8 潘耀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部研究员、农业

经济专家 

教授 2010.11.3 
中国肉类消费全景图和大趋势

––为养而种的旱区新农牧结合

之路 

9 Jinhua Zhao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教授 2010.11.3 
农业变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科

技及科研机构的角色 

10 Zeyuan Qiu  密歇根大学 教授 2010.11.3 
Manag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Agriculture  

11 
Nobutaka 
Ishida  

日本农业合作社 教授 2010.11.3 
日本农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的意

义 

12 Byung-Oh Lee  韩国国立江原大学 教授 2010.11.3 
通过食品安全控制政策实现韩

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13 M.A Matin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院 博士 2010.11.3 
低成本科技的应用在孟加拉国

发展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中的作用 

14 Runsheng Yin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教授 2010.11.3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的潜力

与挑战 

15 
Assem Abu 
Hatab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副教授 2010.11.3 
鉴于中国市场的埃及农业出口

解析研究 

16 
Calum 
G.Turvey  

美国康奈尔大学 教授 2010.11.13 
农村信贷、农业保险、农民创业

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17 孔祥利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宣

传部部长 
教授 2010.11.24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资本论》现

代解读 

18 党双忍  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教授 2010.12.20 城乡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19 Wim Heijman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教授 2011.2.5 多功能农业和农村发展 

20 
Johan van 
Ophem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教授 2011.2.5 
社会资本在区域竞争力测算中

的具体测算方法、过程以及相应

的成果 

21 马卫民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 2011.6.3 

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机遇与挑

战、局内不确定性竞争分析 

22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院长 
教授 2011.9.4 

如何打造我国人力资源的新优

势，即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及

对策 

23 杨志辉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西安分行行长 
副行长 2011.9.5 企业机制探索、企业文化建设 

24 李忠民 
陕西省政府金融办

公室副主任 
教授 2011.9.5 中国式管理 

25 郭建雄 
西安富士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9.5 应用国学智慧塑造美好人生 

26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 
博士、助研 2011.10.20 中国生态造林：市场化模式 

27 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
行校长、英国利物
浦大学副校长 

教授 2011.10.21 反思与整合：新环境下的管理探索 

28 
Helmut 
Kasper 

维也纳经济大学 教授 2011.10.24 变化管理与投资战略 

29 曹玉昆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教授 2011.10.27 国有林经营政策与天保工程 

30 刘  璨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2011.10.27 

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及

配套改革的绩效分析 

31 Tony Prato 
密苏里–哥伦比亚

大学 
教授 2011.11.1 

“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管理” 
（ Adaptively managing 

）

32 Nico Heerink 瓦赫宁格大学 教授 2011.11.06 
中国西北地区农户用水协会及

其用水效率分析 

33 尹润生 密西根州立大学 教授 2011.11.06 田间试验对社会生态体系的影响 

34 Henk Formel 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2011.11.06 
印度尼西亚城镇自来水的支付

意愿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35 
Anthony 
Alfred Prato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

学 
教授 2011.11.06 

粮食企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

经济可行性:美国蒙大拿的特纳

山谷代表性农场的灵活调度及

灌溉的案例研究 

36 
Denis 
A.Nadolnyak 

奥本大学 博士 2011.11.06 
转基因作物的利润：用于确定区

域差异真实途径 

37 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2011.11.06 
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及其绩效

分析—基于浙江的案例 

38 Ray Miller 密西根州立大学 博士 2011.11.06 
有限的土地满足全球日益增长

的对粮食和能源产品需求的有

效途径研究 

39 Diane Hite 奥本大学 教授 2011.11.07 
绿地对哥伦比亚居民住宅价值

的影响研究 

40 郭剑雄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2011.11.07 
人口偏好逆转、家庭分工演进与

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农

户经验的分析 

41 Yanjie Zhang 
德国中东部农业发

展研究所 
博士 2011.11.07 

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的影响及效

率变化研究 

42 黄崇福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2011.11.07 风险分析发展脉络的初步探讨 

43 周宗放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2011.11.07 企业集团信用风险演化机理研究 

44 邱泽元 新泽西理工大学 副教授 2011.11.07 
利用保护缓冲计划控制农业非

点源污染方法的比较评估 

45 张社梅 
浙江省农科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1.11.21 

畜牧业科研投资效益评估研究

––以浙江蚕育种为例 

46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2011.12.12 
欧美经济周期大调整带来的中

国机遇与挑战 

47 Yin Runsheng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教授 2012.3.12 生态价值评估 

48 
南武志、石雷 
等一行 4 人 

日本株式会社农林

中金综合研究所 研究员 2012.3.16 日本经济和金融形势分析 

49 周应恒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2012.3.26 

食品安全管理与消费者购买行

为的经济学研究 

50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

发展研究院 
教授 2012.3.27 

统筹城乡与城乡 

一体化发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51 欧百钢 
国务院学位办 

农工处 
处长 2012.4.7 

研究生 3 年与人生 30 年——体

验、思考、交流、建议 

52 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 2012.4.10 林业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思考 

53 袁涓文 
贵州财经学院资源

与环境管理学院 
教授 2012.4.10 

建构侗族传统知识在森林可持

续经营中的作用及政策涵义 

54 
Robert 

Johnson 
美国克拉克大学 教授 2012.5.15 

Use of Choice Modeling within United 

States Regulatory Rulemaking: 

Estimation of Benefits within Section 

316(b) of the Clean Water Act 

55 Calum Turvey 康奈尔大学 教授 2012.6.18 

Impacts of weather and time 
horizon selection on crop 
insurance ratemaking: A 

56 李忠民 
陕西省金融工作办

公室副主任 
教授 2012.9.13 中国经济发展与当前的思考 

57 高  波 
中国人民银行 
西安分行 

副行长 2012.9.15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历程和

现状 

58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

观经济研究室 
教授 2012.9.21 

当前我国农村政策调整的若干

认识 

59 William Hyde 
University of 

Florida 
美国 2012.10.18 林业经济研究中的十二个问题 

60 钱忠好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2012.10.19 
中国农地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及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61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2012.10.19 
全球化环境中的发展思维––以我

国大豆产业为例 

62 程国强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

心中心 
研究员 2012.10.20 

中国粮食安全：基本格局与战略

转型 

64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

发展研究院 
教授 2012.10.20 三化同步与我国转型发展 

65 
Abd Latif 
Mohmod 

亚太林业研究机构 主席 2012.11.05 
林业与林业研究—贡献于亚太

地区的绿色发展 

66 Gil Bon KOO 韩国山林研究院 院长 2012.11.05 

 
New Paradigm toward Asian 
Center for Traditional 
Forest-related Knowledge 

67 邱泽元 新泽西理工大学 副教授 2012.11.05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atershed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68 
Youn 

Yeo-Chang 
首尔国立大学 教授 2012.11.05 

Science, tradition, culture and for 
sustainable society: the case of 
forestry 

69 Lim Hin Fui 
马来西亚林业研究

院 
高级研究员 2012.11.05 

Application of TFRK in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Malaysia 

70 Yi Cheong-ho 高丽大学 教授 2012.11.05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a-tre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Forest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71 
Leni D. 

Camacho 
菲律宾大学 教授 2012.11.05 

Traditional forest Conservation 
knowledge/technologies in the 
cordillera, Northern Philippines 

72 
Pham Duc 

Chien 
越南林业科学研究院 博士 2012.11.05 

Cultivation and uses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us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he 
Northwest of Vietnam 

73 
Joo Han 
Sungn 

韩国山林研究院 博士 2012.11.05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Asian Center for 
Traditional Forest-related 
Knowledge 

74 苏时鹏 福建农林大学 副教授 2012.11.05 
福建林业传统知识的梳理、保护

与利用研究 

75 Yi Jae-Seon 国立江原大学 教授 2012.11.05 
Traditional Knowledge on forest 
plants in Gangwon Province of 
Republic of Korea 

76 
Arsenio B. 

Ella 
林产品研究与发展

中心 
研究员 2012.11.05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in Harvesting Wild 
Honey in Palawan, the Philippines

77 
Chan Ryul 

PARK 
韩国山林研究院 研究员 2012.11.05 

Ecological Roles of Korean 
People for Sustainable Use of 
Acorns 

78 Jyotish Basu 西孟加拉邦州立大学 副教授 2012.11.05 

West Bengal State University: 
Traditional Knowled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79 袁涓文 
贵州财经学院资源

与环境管理学院 
教授 2012.11.6 

中国西北侗族地区林业传统知

识研究 

80 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 2012.11.7 

欧洲林业传统知识研究对我们

的启示 

81 刘  璨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2012.11.8 

林业重点工程对农民收入增长

与分配的影响 

82 吴  航 
西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副教授 2012.11.16 
欧债危机的实质及对我国的启

示 

83 侯嘉政 台湾嘉义大学 教授 2013.1.24 
企业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如何利

用管理理论进行企业诊断？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84 史清华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2013.6.6 如何做研究：以博士学位获得为例 

85 李忠民  陕西省政府金融办 教授 2013.9.7 中国社会转型与收入分配 

86 
Alfonso 

Sousa-Poza  
德国霍恩海姆大学 教授 2013.9.13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Obesit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87 谢晨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经济与

政策研究室  
教授 2013.9.24 退耕还林政策相关研究及思考 

88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 
教授 2013.9.24 

退稻还旱工程可持续性评价––
基于潮白河流域农户调查的实

证分析 

89 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2013.9.28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几点思考

——土地所有者、农场经营者、

大田劳动者三位一体的农户经

营走向何方？ 

90 青平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2013.10.31 
产品伤害危机类型对消费者补

救期望的影响––以情感反应为

中介 

91 韩俊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 

教授 2013.11.16 
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城镇化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 

92 Henk Folmer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2013.06.03 如何系统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 

93 
Alfonso  

Sousa-Poza 
德国霍恩海姆大学 教授 2013.09.11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Obesit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94 
Madhu 
Khanna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教授 2013.11.06 美国生物能源政策及其影响 

95 Henk Folmer 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2013.11.07 
A Behavioral Science of 
Pleasure？ 

96 
Sylvain 

Charlebois 
圭尔夫大学 教授 2013.11.07 

Unlocking China: a Canad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Role in 
Global Food Security 

97 Shuzo Furuya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

研究所 
博士 2013.11.07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Japan

98 Dirk Strijker 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2013.11.07 
Land Abandonment in Europ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99 Xu Jintao 北京大学 教授 2013.11.07 
The Analysis of Forest Tenure 
Reform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Land Transfer 

100 Zhang daowei 奥本大学 教授 2013.11.07 

Economic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of Forest Plantatio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azil, 
China, France, and the U.S.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时间 交流内容（报告题目） 

101 Mark Robson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7 

Relativ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Factors on De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in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 in Ontario, Canada 

102 何东航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2013.11.08 

The Practice of “Jianyue” 
Administration and Collective 
Forestry Tenure Reform Policy in 
China Rural Area 

103 张大红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8 
Innovative Trade Mechanism 
between Forest and Money 

104 曹玉坤 东北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8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EP 
Accounting in State Forestry Area

105 张志广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8 

Analysis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cology 

106 Zhi Ling 西南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8 

Dynamic Analysis the Willing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CP Households’ Tree Species 
Choosing---A Case Study of 
Heqing County, Dali City, Yunan 
Province 

107 刘灿 
中国国家林业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 2013.11.08 

The Effects of the Key Priority 
Forestry Programs on China’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108 李郑涛 格罗宁根大学 博士 2013.11.08 
Air Pollution and Averting 
Behavior: The Case of the 
Jinchuan Mining Area, China 

109 陈文辉 北京林业大学 副教授 2013.11.08 
Analysis of China’s Timber 
Input-outpu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110 肖建武 中南林业大学 教授 2013.11.08 
A Stochastic Control Model of 
Forest Ecological Value 
Economization 

 

 



 

附件 9 

 

为拓宽研究生国际学术视野，加强博士生学术交流和竞争力，启发

学术创新思维，充分展示博士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我院根据学校博

士论坛安排，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一直承办经济管理学院第十一

分论坛，从而让研究生在学术平台上展现自我，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和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0 年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征文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经济管理类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培养经济管理研究的后续力量，为研究生

提供高起点、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多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

经济、管理类中青年学者自主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达到开阔视野、启迪智慧，致力营造敢于

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由陕西省农业经济学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多

家单位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2010 年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学术论坛”拟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隆重举行。现面向全院

研究生征集优秀学术论文参加本次论坛，论坛及征文活动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论坛基本信息 

论坛名称：2010 年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 

论坛主题：后危机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论坛内容：优秀论文作者大会交流、专家点评、名家讲座。 

时    间：2010 年 12 月 26 日 

地    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03 报告厅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省农业经济学会、《陕西农业科学》编

辑部 

承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二、征稿日期 

1.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2.论文评审结果通知日期：2010 年 12 月 22 日 

3.论坛宣读论文 PPT 提交截止时间：2010 年 12 月 24 日 

三、征稿对象和范围 

1.征稿对象 

本次征文主要面向我院所有在册博、硕士学历研究生征稿，要求 2010、2009 级必须提供

稿件。 

2.征稿范围 

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原创的经济、金融、贸易、管理及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已发表

或被录用的论文不予接收。 

四、论文格式 

1.论文需提供中、英文摘要（200-400 字），正文不超过 8000 字； 

2.论文全文采用 word 文档，A4 纸型，标题四号黑体，正文五号宋体，需含姓名、学校、

专业、导师、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内容，体例要求详见附件 1； 

五、投稿方式  

1.来稿请投送电子版一份，电子版发送至：luntan301@yahoo.cn； 

2.电子邮件标题请采用“《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导师姓名”的格式； 





 

 

关于 2011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安排 

为加强我校博士生学术交流和探讨，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

维，充分展示我校研究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学校定于 2011 年 12

月 9-11 日举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三届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管理

学院负责承办第九分论坛，根据学校《关于举行我校第三届博士生学

术论坛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将经济管理学院第九分论坛有关事宜安

排如下： 

一、论坛主题 

论坛主题：现代农业与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协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二、征稿安排 

（一）征稿日期  

论文征集起止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日中午 12:00 

（二）征稿对象和范围 

1.征文对象为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以及科研成果突出的硕士研

究生。征文内容为在研或已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 

2. 本次学院承办分论坛，征稿范围涉及管理类及人文社科类研

究领域且紧扣本次论坛主题的相关论文，对紧密结合导师课题以及使

用调研第一手数据的稿件，在评审时给予优先考虑。 

（三）征稿论文要求 

1.投稿者须提交电子版，电子版发送邮箱：jgyjs19@yahoo.cn；同

时填写 2011 年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审批表（具体见附件 1），经导





 

 

 

 

2012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学术分论坛 

通   知 

为加强我校博士生学术交流和探讨，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充分展

示我校研究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学校定于 2012 年 10 月中旬到 11 月中旬举办

2012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管理学院负责承办分论坛，现

将经济管理学院分论坛安排知下： 

一、论坛主题 

论坛主题：“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变迁”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协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二、分论坛具体安排及评奖 

（一）征稿日期  

论文征集起止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下午 18:00 前。 

（二）征稿格式和范围 

1.征文对象为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以及科研成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征文内

容为在研的学术研究论文（中、英文均可），已发表或被录用的论文不在征稿范

围内； 

2.论文提供摘要（300～600 字），正文字数 6000 字以内（中、英文均可）； 

3.论文全文和摘要需采用 word2003 版本，论文写作格式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www.xnxbs.net/xbnlkjdxskb/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091027

191707001 

4. 本次学院承办分论坛，征稿范围涉及管理类及人文社科类研究领域且紧

扣本次论坛主题的相关论文，对紧密结合导师课题以及使用调研第一手数据的稿

件，在评审时给予优先考虑。 

（三）论文评选 

1.专家评委：我校内、校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博士生导师、学科点负责人； 





 

关于我校第五届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十一分论坛的通知 

为拓宽研究生国际学术视野，加强博士生学术交流和竞争力，启发学术创新

思维，充分展示博士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根据我校《举行我校第五届博士生学

术论坛的通知》，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负责承办第十一分论坛，现将第十一

分论坛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一、论坛主题 

论坛主题：“信息化、区域发展与现代农业” 

二、分论坛具体安排及评奖 

（一）征稿日期  

论文征集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23 日中午 12:00 前。 

（二）征稿格式和范围 

1. 征文对象为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以及科研成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征文

内容为在研的学术研究论文（中、英文均可），已发表或被录用的论文不在征稿

范围内； 

2. 论文提供摘要（300～600 字），正文字数 6000 字以内（中、英文均可）； 

3. 论文全文和摘要需采用 word2003 版本，论文写作格式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www.xnxbs.net/xbnlkjdxskb/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091027

191707001 

4.本次学院承办分论坛，征稿范围涉及管理类及人文社科类研究领域且紧扣

本次论坛主题的相关论文，对紧密结合导师课题以及使用调研第一手数据的稿

件，在评审时给予优先考虑。 

（三）论文评选 

1.专家评委：我校内、校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老师、学科点负责人 

2. 时间：2013 年 11 月 28 日（周四） 

3. 地点：经济管理学院 601、603 报告厅 

4. 论坛形式： 

（1）分为初选和现场报告两个阶段 







附件 11 

经济管理学院聘请国外教授授课与学术讲座统计表（2010 年-2014 年 6 月）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称 开设课程 时间（课时数） 年度 

1 Yinshan Tang 英国雷丁大学教授 中西管理理论对比 2010.3.17-3.19（10 学时） 

2 Isabelle Tsakok 世界银行研究员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 2010.7.24-30（32 学时） 

3 侯嘉政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教授 
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策略及大陆发展精致农业之建

议 
2010.8.30-9.3（20 学时） 

4 侯嘉政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教授 组织变革策略与组织变革绩效 2010.9.6-9.10（20 学时） 

5 Yinshan Tang 英国雷丁大学教授 Research  Method 2010.9.7-8（10 学时） 

6 Yinshan Tang 英国雷丁大学教授 Research  Method 2010.9.7-8（10 学时） 

7 Yinshan Tang 英国雷丁大学教授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2010.9.9-10（10 学时） 

8 侯嘉政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教授 
企业研究方法、DBA 或 MBA、MPA 之课程结构设计

与教学方法之探讨 
2010.9.13-9.16（16 学时） 

9 Runsheng Yin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2010.10.18-30（40 学时） 

2010 年 



10 Jun shao 
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统计系教授 
高级统计学（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1.11.27-12.3（36 学时）

11 Qiu Zeyuan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教授 环境经济学（III）（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1.11.18-11.13（36 学时）

12 Mervyn Lewis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教授 金融工程  （博士研究生） 2011.9.4-15（36 学时） 

13 
Henk Folmer 

Johan H.L. Oud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Structural equation, continuous time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结构方程、连续时间模

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1.5.18-5.22（18 学时） 

2011 年 

14 Runsheng Yin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生产经济学 III》（理论） 

《生产经济学 III》（实践）(博士、硕博研究生）

2012..3.12-17 

2012.5.22-28  (合计 36 学

时） 

15 Henk Folmer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 《经济计量软件》（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2.4.2-5（32 学时） 

16 Zhou Lu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发展经济学》  (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2.6.11-14（20 学时） 

17 Runsheng Yin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自然资源经济学 III》 （博士、硕博研究生） 2012.10.29-10.31（12 学时）

18 Zeyuan Qiu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教授 《环境经济学（III）》（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2.11.6-11（36 学时） 

2012 年 



19 Henk Folmer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Structural equation, continuous time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结构方程、连续时间模

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3.5.2-4（18 学时） 

20  Robert Johnston 美国克拉克大学 教授 自然资源经济学（III )（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3.5.6-9（24 学时） 

21 
Dr. Sylvain 

Charlebois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A Seminar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arketing Channels （学术系列讲座） （博士、

硕士研究生） 

2013.11.2-4（10 学时） 

22 Runsheng Yin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 《生产经济学 III》（博士、硕博研究生） 2013.11.4-14 （36 学时） 

 

 

2013 年 

 

 

 

 

 

23 Zeyuan Qiu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教授 环境经济学（III）（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4.3.24-28（36 学时） 

24 Henk Folmer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Structural equation, continuous time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结构方程、连续时间模

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2014.4.10-15（18 学时） 

25 Robert Johnston 美国克拉克大学 教授 自然资源经济学（III )（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4.5.5-9（24 学时） 

26 Henry W. Kinnucan 奥本大学 《农业政策定量分析》（博士研究生课程） 2014.6..3-12（24 学时） 

2014 年 

 
 
 
 



 

附件 12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发表 SCI、EI、SSCI 论文统计表（2010 年－2014 年 6 月） 

序号 第一作者 文章题目 发表期刊 年份卷（期）页 影响因子 
通讯作

者 
备注 

1 Assem Abu Hatab 

Determinants of Egyptian Agricultural 

Exports: A Gravity Model Approach；

Performance of Egyptian Cotton Expor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Review 

2011,（1）;134-143 0.426 霍学喜 SSCI 

2 王静 

Non-neutral technology, farmer income 

and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highvalu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 China 

Journal of Food, 

Agriculture& 

Evironment 

2012,10 (3&4 ):582-589 0.517 霍学喜 SCI 

3 李志慧 

Cross-cor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e 

commodity futures markers in the US and 

China 

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2,391(15): 930-3941 1.522 卢新生 SCIE 

4 王丽佳 
Technical and Cost Efficiency of Rural 

Household Apple Productio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3,5(3):391-411 0.476 霍学喜 SSCI 

5 王丽佳 
Member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Shaanxi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2013,39(2):176-198 0.5 霍学喜 SSCI 

6 Zahra Masood 

Teaching as a Job, Career or Call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The New 

Educational Review 
2013,32(2):184-193 0.407 赵敏娟 SSCI 



7 
Fanus Asefaw 

Aregay 

Irrigation water pricing policy for water 

demand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the Weihe River basin 

Water Policy 2013,5(15):816–829 1.603 赵敏娟 SCI 

8 Toure Maïmouna 
Measur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otato 

production in kati republic of mall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05 0.084 王  静 SCI 

9 Mita Bagchi 

Impact of farmer’s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rice farm in Bangladesh.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18(8): 142-148 0.084 姚顺波 SCI 

10 Mita Bagchi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f flower in 

Bangladesh.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18(6): 153-159 0.084 姚顺波 SCI 

11 
Md. Abdul Majid 

Pramanik 

Does RDA-Credit improve livelihood of 

the clients in rural setting and impact study 

of Bangladesh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18(4):120-127 0.084 陆  迁 SCI 

12 孙佳佳 
Imported apples consumption factors in 

China: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5th CAER-IFPRI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3,10   霍学喜 
SSCI 

会议 

13 吴海霞 
Volatility Spillovers among China’s Crude 

Oil, Corn and Fuel Ethanol Markets 
Energy Policy  2013,(62):878-886 2.743 李世平 

SSCI/SCI 

双收录 

14 
Md. Abdul Majid 

ramanik 
Rice price volatility on China market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18(8):134-138 0.084 陆  迁 SCI 

15 Khadim Hussain 
what causes low intra-regional trade in 

ECO 

Metalurgia 

international  
2013,18(11): 75-78 0.084 薛建宏 SCI 



16 孙保敬 
Weather effects on maize yields in 

north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3,3(27) 2.878 李世平 SCI 

17 薛彩霞 
退耕还林农户经营非木质林产品技术效

率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8): 255-263 1.1 姚顺波 EI 

18 林颖 

The impact pathways of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 integrated 
estimation 

Land Use  Policy 2014，（03）：56-63 3.14 姚顺波 SSCI 

19 高佳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影响

因素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14，30（6）：212-220 1.803 李世平 EI 

 
 
 
 
 
 
 
 
 
 



 
附件 13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统计表（2010 年—2014 年） 

 

姓  名 会议名称 参会年份 

彭艳玲 中国旅美经济学家协会年会 2011 年 

姚柳杨 全球化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侯建昀 全球化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王丽佳 “2013 年科学工程与技术”国际会议 2013 年 

林颖 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侯建昀 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会第 26 届年会 2014 年 

 
 
 
 
 
 

 



 

赵敏娟教授一行参加“全球化时代中国农业的发

展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侯建昀   信息来源：   浏览次数：763   发布时间：2012-10-16 

10 月 12-14 日，“全球化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

学召开，来自国际农经协会、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研究所、康奈尔大

学、京都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家高校与科研

单位的农经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院赵敏娟教授、刘军弟博士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并做发

言。 

会议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发展这一主题，研讨内容涉及农业政策和农产品市

场、现代农业转型、变迁中的农民组织、农业环境、转型中的农户行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变革中的要素市场等议题。会上，国际农业经济协会 2012 当选主席、世界银行农业

与农村发展研究部主任 Will Martin、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Kevin Chen 等国外学者以及我

国著名农经专家黄季焜、钟甫宁、何秀荣、程国强、黄祖辉、孔祥智、周应恒、陈劲松等学

者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我院与会专家赵敏娟教授担任“变迁中的农民组织”分组会议点评人，并

在“Agricultural Environment”分组会议作了题为“Identity is Equ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Evaluation of Grain to Green Program --From Farmer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Loess Plateau, China”的报告；硕士生姚柳杨在“资源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分组会议上做了题为“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into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Analysis-- An Perspective Combined Input and 

Output”的报告；博士研究生侯建昀在“变迁中的农民组织”分组会议上做了题为“交易成

本与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来自 7 省 124 村苹果种植户的经验证据”报告。以上报告

内容引起了兄弟院校与会专家学者的较大兴趣，并对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据悉，本次

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南京农业大学建校 110 周年的校庆活动之一，2012 年农业技术经济年会

也将于 11 月中旬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相关链接：http://cem.nwsuaf.edu.cn/article.php/13160 

 



中心主任霍学喜教授应邀参加“2013 年科学工

程与技术”国际会议  

发布时间：2013-08-23 作者： 出处： 浏览：165 次 

7 月 30 日-8 月 1 日，院长霍学喜教授、博士生王丽佳同学应邀赴瑞士苏黎

世参加“2013 年科学工程与技术”国际会议，并做题为“中国合作社成员投资

意愿分析”报告。 

 此次国际会议由世界科学、工程与技术学术组织举办。来自美国、英国、

日本、韩国、瑞士、德国、巴西、南非、印度、塞尔维亚、捷克、中国及中国澳

门、台湾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涉及农

业发展与食品安全、社会进步与企业管理、社会发展与宗教关系、资源利用与环

境污染、生物工程技术发展等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会上，霍学喜教授就食品安全

问题、埃及社会宗教冲突等问题与相关学者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并热情邀请相关

学者访问我校。 

 王丽佳同学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合作社成员投资意愿分析”的学术报

告，并回答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提问。 

 
相关链接： http://cem.nwsuaf.edu.cn/xbzx/show.php?articleid=146 



【经管学院】两位专家入选全国“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  

来源：经管学院 | 作者：薛彩霞 王家武 | 发布日期：2013-12-11 | 阅读次数： 276 

  12 月 7 日，“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农业大

学举行，标志着我国“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我校姚顺波教授当选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桦副教授当选委员会委员。 

  据了解，“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全称为 “中国林业经济学会森林资源与

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 于 2013 年 2 月经民政部批准登记设立。该专业委员会隶属中国林

业经济学会，为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的分支机构、二级专业委员会，挂靠华南农业大学，是以

研究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问题为中心，以学术交流、专题调研、业务培训、

政策宣传为业务范围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委员会的成立在为各级林业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咨

询，为林业改革与创新做好理论储备，为林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宣传国家林业建设的方针

政策，促进林业生态与产业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广阔的舞台。 

  成立大会结束后，教育部“长江学者”罗必良教授、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戴广翠研究员等 10 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会做了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我校经管学院

副院长姚顺波教授作了题为《荒漠化治理中的公司伙伴关系：合作剩余与制度有效性》的主

题报告，我校博士生林颖同学也在会上作了《The Income Change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Areas Enrolled in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 in Loess Plateau Region》主题发言。与会者围绕报告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相关链接： http://news.nwsuaf.edu.cn/yxxw/40374.htm 
 



 
Chinese Economics Society Australia (CESA) 26th 
Annual Conference 
Posted on July 11, 2014 by admin3 

Dear CESA Delegates, 

Many thanks to you who had provided positive feedback to me about the 

conference either in person or by emails. For those who came from out of 

town (country), hope you had a good trip back home. 

Over the 1.5 days of the conference, we were inspired by the path-breaking 

research and dramatic life events of Professor Xiaokai Yang. We were also 

blessed by the stimulating and insightful keynote speeches, high-quality paper 

presentations, dedicated staff members, and enthusiastic graduate student 

volunteers. I have attached a photo taken by our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Hope this image will render some memorable moments at the conference.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we will be running a Special Issue of 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 for the CESA conference. Submission deadline is December 

31, 2014. Graduate students who authored or co-authored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are encouraged to enter a competition for the Best Student 

Paper Priz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附件 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0-2014 年研究生公派出国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学生类

别 

地点（国家/地

区及高校） 
国际交流项目名称 

留学

年份 

留学期

限 

1 牛  荣 博士 美国 
2009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 余丽燕 博士 日本东京大学

201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

博士项目。 
24 个月

3 华春林 博士 
美国德州农工

大学 

201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 冯  颖 博士 美国奥本大学

201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美国奥本大学联合培养

博士项目。 
48 个月

5 刘  婧 博士 
美国犹他州立

大学 

201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6 王  芳 博士 
加拿大农业与

农业食品部 

201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加拿大农业部联合培养

博士项目。 
24 个月

7 王永强 博士 
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 
2009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 

2010
年 

24 个月

8 苗珊珊 博士 
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项目。 
24 个月

9 孙保敬 博士 加拿大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10 王丽佳 博士 美国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项目。 
24 个月

11 党红敏 博士 
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 
24 个月

12 吴海霞 博士 
加州大学 河滨

分校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加州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项目。 
24 个月

13 李  敏 博士 美国新泽西 
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 
48 个月

14 胡  楠 博士 
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 
中国苹果产业经济研究项目资助 

2011
年 

48 个月



15 任彦军 硕士 德国基尔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96 个月

16 成  哲 博士 
比利时安特卫

普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17 洪  宇 博士 
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96 个月

18 任  倩 博士 日本神户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52 个月

19 王  昕 博士 
美国爱达荷大

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24 个月

20 王  欣 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4 个月

21 闫文收 硕士 澳大利亚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2 张文静 博士 
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3 张召华 硕士 美国奥本大学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012
年 

48 个月

24 李林阳 硕士 格罗宁根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5 戴薇 硕士 阿德雷德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6 张博 硕士 阿德雷德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7 郑颖 硕士 瓦赫宁根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8 孙光超 本科 
内布拉斯加林

肯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29 刘海金 硕士 
法国农业发展

研究中心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30 杨芮 硕士 UC 戴维斯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54 个月

31 卢文曦 硕士 阿德雷德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32 王佳楣 博士 格罗宁根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33 杨雪梅 博士 犹他州立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34 史恒通 博士 吉森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35 郝晶辉 硕士 瓦格宁根大学
201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013
年 

48 个月



36 王怡菲 博士 
密歇根州立大

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8 个月

37 冯雪 博士 霍恩海姆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38 
卓日娜图

娅 
博士 圭尔夫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4 个月

39 高佳 博士 奥本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40 林颖 博士 
密西根州立大

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4 个月

41 姚柳杨 博士 克拉克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12 个月

42 刘惠芳 硕士 基尔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3 王萌 硕士 西安大略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4 霍婷洁 硕士 康涅狄格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5 王妹娟 硕士 瓦赫宁根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6 万红 硕士 莫纳什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36 个月

47 周晶 硕士 
慕尼黑工业大

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48 个月

48 杨婷怡 硕士 奥本大学 
2014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攻读博士项目 

2014
年 

48 个月

 
 



 

附件 15 

 

经济管理学院留学生人数表（2010 年-2014 年） 

 

年  级    博士总人数 硕士总人数 

2010 级 1  1  

2011 级 3  3  

2012 级 1  3  

2013 级 3  1  

2014 级 9  8  

合  计 17 人  16 人 

 
截止 2014 年 9 月，在校留学生人数共计 28 人，其中博士生 15 人，硕士生 13 人。 

 
 
 
 
 
 
 
 
 
 
 
 
 
 
 
 
 
 
 
 
 
 
 









三、博士研究生王昕荣获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 

2013-2014 学年度“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名单 

序

号 
姓名 解读院校 学位论文选题 

1 王琳琳 北京大学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基层政府角色分析 

2 朱全宝 复旦大学 迁徙自由权的国家义务研究——以农民为主体 

3 张颖举 河南农业大学 传统农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4 陈三攀 华中科技大学 农业补贴与农业经济发展 

5 关江华 华中农业大学 基于风险评估的农户宅基地流转福利损失补偿研究 

6 田  云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生产净碳效应测度与价值实现路径探究 

7 贺海波 华中师范大学 差序治理：花镇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后税费时代） 

8 成  程 南京农业大学 农民福利视角下的宅基地置换补偿研究——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例 

9 刘  丹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关系、效应及联结模式研究 

10 杨亚楠 南京农业大学 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中收益共享机制研究——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例 

11 康晓琳 清华大学 转型期耕地保护的土地指标调控政策过程研究——以广东和重庆为例 

12 吕少德 清华大学 村域经济视角下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研究——给予河南省汝州市纸坊乡

泉李村的实证分析 
13 徐晓全 清华大学 从“双轨政治”到“双轨共治”——中国乡村治理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展望 

14 曾志敏 清华大学 权利与规制：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的政府作用研究 

15 张  弛 清华大学 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研究 

16 付才辉 厦门大学 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理论与实证 

17 许建明 厦门大学 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18 张莉曼 厦门大学 巢湖流域水体污染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研究——以巢湖边的一个村庄为例 

19 王  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实证分析 

20 梁海兵 浙江大学 农民工就业：理论与实证 

21 杨  进 浙江大学 劳动力价格上涨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与机械化 

22 王文智 中国农业大学 质量安全与我国城镇居民肉类需求 

23 蔡  键 中国人民大学 要素流动、农户资源禀赋与农业技术采纳——以农业机械技术为例 

24 楼  栋 中国人民大学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农民合作社发展与服务功能提升 

25 杨  龙 中国人民大学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与农村金融干预——基于五省互助资金的准实验研究 

26 王  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注：按院校名称和姓名拼音排序。  

相关链接：

http://www.sppm.tsinghua.edu.cn/xygg/26efe48942598a850142b62b83ba0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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