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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农村经济调查方法》课程建设研讨会 

在贵州大学管理学院举行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为贯彻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核心课程建设年”工作部署，推动全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合作与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管理

类专业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办，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农村经济调查方法》建

设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宁夏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云

南农业大学、云南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大学等 14 所高校担任该课程的老师或代表共计

20 余名齐聚花溪，共讨《农村经济调查方法》课程建设。 

 

研讨会会场 

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教授（正厅长级）出席会议并致辞，欢迎与会专家学者莅临贵州大学指

导我校文科发展和农经学科课程建设，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陶玉顺教授出席了会议。贵州大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编            2015 年 11 月 25 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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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学院洪名勇教授、宋山梅教授、陈卫洪教授、申鹏副教授、杨丽莎副教授、袁鹏举博士等参

加了本次课程研讨会。 

 

 

参会代表合影 

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深入展开讨论：相关课程在本校相关专业的基本教学安

排情况，包括课程性质、学时和学分、教学环节与要求等；相关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与

相关课程的关系、所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材编写和教材建设、教材使用的情况等；从

事相关课程教学的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情况，包括现有任课教师的数量和结构、青年教师的培养、

教学团队协作等；目前相关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相关课程的内容体系

和教材编写大纲，以及教材编写的任务分工协商等。 

本次研讨会增进全国相关高校和机构同行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大家学习国内同类学

科专业在人才培养及课程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与做法，掌握当前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的最新动态及相关核心课程建设总体趋势，为提高全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质量创造了条件。 

全国高校《农村发展规划》课程建设研讨会在福建农林大学举行 

2015年 10月 31 日，全国高校《农村发展规划》课程建设研讨会在福建农林大学成功召开。

50余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扬州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 16所高校专家学者参与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由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牵头组织开展，会议由全国高校《农村发展规划》统编教

材主编朱朝枝教授主持。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范焕谦老师致欢迎辞，全国高校农林经济

管理类教指委秘书长曾寅初、中国农业出版社教材中心主任彭明喜、福建农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

秀慧、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副院长范水生等结合各自学校课程开设的情况，分别就《农村发展

规划》教材编写大纲及分工提出设想与建议。 

会议围绕成立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农村发展规划》课程教学团队名单、教学资源体系

建设、《农村发展规划》课程全国师资培训中心和培训机制三个专题进行讨论，最终确立了本课程



建设主要任务分工和工作机制；教学案例和参考书目以及实验室、教学基地建设；运行和开展全国

师资培训中心、使科研成果走进课堂。 

 

研讨会会场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范焕谦致辞 



 

教育部高校农经教指委秘书长曾寅初教授发言 

 

《农村发展规划》教材主编福建农林大学朱朝枝教授和中国农业出版社高教分社彭明喜主任 

本次研讨会贯彻落实了教育部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核心课程”年的工

作精神和 5月 9日教指委第二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关于本年度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的具体部署，会



议的召开，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各相关高校在农村发展规划课程建设的经验分享，切实提高了本科教

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主任委员唐忠教授等应邀出席第三届全国高校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学协作委员会会议 

2015 年 11 月 1 日，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学协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作

委”）会议在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教授，教指委副主任委

员、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郑文堂教授，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曾寅初教

授等应邀出席会议，并主要就“教指委”和“协作委”的衔接合作和协调运行机制问题，与与会代

表进行了商议。唐忠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协作委”在促进我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建

设和教材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完全同意“协作委”提出的在保持两个机构相对独立的前提下

加强在工作上的合作和协调，认为师资力量雄厚、项目平台搭建多样、课程特色突出对学科的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高校应建立核心课程和实训模式，设立奖励机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与

各类课题的规划，方能出成果、出人才、出大师。 

 

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学协作委员会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朱朝枝教授主持会议 

会议由“协作委”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朱朝枝教授主持，来自全国 22 个高校的“协作委”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单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教指委委员、福建农林大学经

济学院院长刘伟平教授致欢迎辞，并与在场委员一同分享了经济学院的教育教学成果。福建农林大

学副校长林文雄追溯我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成长历程，从培养目标、师资队伍、教学改革科研工

作与社会服务补充介绍了本专业的特色。中国农业出版社高教分社彭明喜主任，“协作委”秘书长

范水生教授，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老师等委员针对核心课程体系与教



材建设、专业专家信息库建设、2016 年专业年会的议题及拟解决的任务等专题展开讨论，提出了

一系列革新方案。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平教授致辞 

 

与会代表合影 

本次大会的顺利开展，既落实了教育部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 5 月贵州

会议的具体部署，同时也为各相关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建设提供了一些新思路，有利于全国高

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顺利发展。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召开全国高校 

《农业制度经济学》课程建设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14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华南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高等学校《农业制度经济学》课程研讨会在广州东方国际饭店举行，

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贵州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高

校的相关任课教师及专家学者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农业制度经济学核心定义和逻辑

体系，深入探讨农业制度经济学课程建设、案例设置等问题，共同为农业制度经济学课程建设出谋

划策。 

 

研讨会会场 

会议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文晓巍教授主持，首先代表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对各高校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接着简单介绍了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学历史和学科特

色。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华南

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罗必良教授就制度经济学发展现状，特别是农业院校中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现状进行了解读，并对会议主题进行了界定。广东省“珠江学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谭

砚文教授介绍了《制度经济学》课程开设的背景和意义。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西北农业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

教授做了大会主题报告，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人性差异等角度分析了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基本原

理和方法论，并指出其在农业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理论优势。 

其他与会代表围绕《制度经济学》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队伍、教学手段、教

学环节等问题，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院校《制度经济学》开设和发展的现状，并就目前课程开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课程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和对策建议等进行了讨论商议。 

 

霍学喜教授做会议主题报告 

 

与会代表合影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需要与时俱进改进课程设置和定位，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差异，采取不

同的授课方式，做到更加生动、有效。需要一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定义，并建立有质量的制度经济学

案例库，实现资源共享，达到共同进步。本次会议确立了课程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对于促进全国高

校《制度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智力资源融合，推进《制度经济学》课程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召开全国热带农业与农垦经济管理 

研究协作组筹建暨核心课程建设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21 日，由教育部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

指委”）指导，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全国热带农业与农垦经济管理研究协作组筹建暨核心课程

建设研讨会”在海口宝华海景大酒店举行，“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院长唐忠教授，“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曾寅初教授，农业部中国

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处长李红梅副研究员，“教指委”委员、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教指委”

委员、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永勤教授，“教指委”委员、新疆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俞晓玲教授，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冯广波副教授，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农

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十余所科研机构和政企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会场 

会议开幕式由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韦开蕾教授主持。“教指委”主任委员唐忠教授

代表教指委致辞，对海南大学经管学院在热带农业经济管理及农垦企业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给予了

充分肯定，希望海大能够继续发挥在热带农经和农垦研究方面的优势，加强热区、垦区相关院校单

位的协作互助，共同促进热带农经和农垦企业经济研究的发展，做好相关课程的教学和调研工作，

编写有质量、有影响力的优质教材。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中国热区的基本情况以及海大的建设发展历程和学校的热带农业经济

管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情况，特别对热带

农业产业链、热带农业分层次发展、跨国空间产业链等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阐释，强调加强



中国热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加强我国与世界热带地区农业经济合作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希望今

后继续加强热带农业经济管理科研团队建设，加大社会服务和智囊建设力度，逐步凝练学科方向，

进一步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特色、争创优势，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海南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冯广波教授在开幕式上作欢迎致辞，并介绍了经管学院的基本情况；农业部

农垦研究中心李红梅处长就中国农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走向进行了说明，并指出了农垦改革的国

家有关政策措施和发展动向。 

 

“教指委”主任委员唐忠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韦开蕾教授主持开幕式                    冯广波党委书记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后，与会专家学者分两组参加了“热带农业经济管理专题研究协作组筹建暨学科核心课

程建设研讨会”与“农垦企业经济管理专题研究协作组筹建暨学科核心课程建设研讨会”。分别讨

论各个协作组的组织建构、工作机制和工作任务，形成了协作组章程，确定了协作组的组织原则和

工作目标，并讨论了“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热带农业的合作与交流，农垦企业“走

出去”等相关问题。最后，协作组宣布启动“天然橡胶产业经济学”“热带资源经济学”“农垦企业

经济管理”“农垦企业经济管理案例”课程的教学调研和教材编写工作，并分配了编纂任务。 

 

热带农业经济管理专题分会场 

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热带农业经济管理和农垦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为在

新的经济形势下要深化农垦企业改革，重塑农垦企业发展模式，加强农垦企业活力；在“一带一路”

战略下，要建立跨国产业链，以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热带农业合作。同时，确定了四部教材的编写

工作，各院校和科研机构都认为此项工作对于扩大热带农业经济和农垦企业经济研究的影响力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理论研究及人才培养两方面支撑了热带农业经济和农垦企业研究的发展，并且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学科体系，是教育发展中新的突破。 



 

农垦经济管理专题分会场 

会议还确定了协作组未来工作的发展思路，可以预计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协作组成员

们的研究成果如“跨国产业链理论”“分层次发展理论”以及后续成果，都将对增强我国与东盟成

员国之间的合作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