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目录 

 全国高校林业政策学、林业经济管理学和森林资源经济学课程建设研讨会在西南林业大学举行 

 教指委参与主办的中美棉花产业国际论坛在新疆塔里木大学举行 

 全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 

全国高校林业政策学、林业经济管理学和森林资源经济学 

课程建设研讨会在西南林业大学举行 

为提高林业经济管理课程和教材建设质量，切实提高本科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做好林业

大学经济管理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好中国林业故事，传播中国林业声音，教育部农业经济

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 2016年 9 月 30在学校国际交流中心召

开“全国高校林业政策学、林业经济管理学和森林资源经济学”三门课程建设研讨会，来自北京林

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西南

林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全国高校和中国林业经济出版社教育分社等机构部门领

导和教师共计 30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会场 

会议由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明灿教授主持。陈建成、高岚、曹玉昆、张红霄、刘

德钦等知名林业经济管理学者参会，各院校老师围绕三门课程建设的历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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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考核方式、教师队伍建设、课程特色、主要问题及建议等方面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明灿教授主持会议 

针对在课程建设中存在的相关课程之间的重叠与协调问题，教材建设多元性和规范性、周期性

和与时俱进的问题，教学与科研协调性的问题，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专业培养目标与学生

专业兴趣冲突的问题，传统教学和现代教学模式的转型升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切合课程

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三门课程建设的思路、方法手段和主要途径。 

 

参会代表 



融入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范式，提高林业人影响力和话语权。厘清林业政策学、林业经济

管理学和森林资源经济学三门课程内容的范围边界和内在关系机理，构建宏观、中观和微观相关衔

接和嵌套的层次分明的林业经济管理课程体系框架，纳入供需分析和案例分析等主流经济管理学分

析范式和方法，积极参加和承办世界气候大会和林业大会等前沿学术会议，拓展国际视野，提高中

国林业人的世界影响力。  

不忘初心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破解科研与教学冲突的难题。积极倡导和探索参与式课堂讨论、

案例讨论、行动导向、导师制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知识掌握和应用的能力；采取互相听

课、教学培训、讲课竞赛、经验交流、出国进修和项目调研等多种形式提升老师授课能力和技巧；

搭建“梁希班”、“丁颖班”和“卓越班”等多层次的教学班级体系，因材施教，满足学生高层次、

多元化知识需求；教学大纲、讲义、课件、题库、案例和考评标准一样都不能少，推进课程建设规

范化进程。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建成教授总结发言 

打造“一体多翼”实践教学系统平台，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建立“个性化+大众化”双

平台实践教学系统，在强化学生综合实践操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形成了显著的特色。通过

农村调查综合实习等制度的实施，构筑了面向本专业全体学生的实践平台。通过大学生林业经济研

究会、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专业性社会实践等途径，搭建了面向优秀学生的成长平台，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意识、综合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业教育和德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高学生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积极探索“专业教育与德育

教育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创新，在案例分析中积极开展以“杨善洲、马永顺、牛玉琴”等先进林业

人为典型分析对象，塑造当代林业大学生荣誉感、使命感和认同感，提高学生作为“林业人”的荣

誉感，强化学生作为“绿色发展”主力军的使命感，有效提升学生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认同感。 

推进课程建设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提高课程和教材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林业虚拟仿真实验

室和平台”建设，实现林业经营、林业投入、产出的全程化、动态化虚拟仿真模拟，打开林业企业

经营管理的“黑箱”，有效提升学生的问题的识别、分析、决策、实施和控制能力；依托“Prezi

云概念演示软件”实现课程内容的全景化和动态化展示，积极开展“慕课”和“微课”等新兴教学

模式，实现“教”“学”零距离。 



 

会议合影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建成教授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教材和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学建

设工作的核心，是切实提高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关键，也是教师职业生涯中最重要、最持久的任务。

希望我们林业院校的老师积极投身于林业经济管理的教育事业，践行课程建设 “互联网＋”行动， 

“内容为王”提升课程内涵价值，形成课程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做好林业经济管理教育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教指委参与主办的中美棉花产业国际论坛在新疆塔里木大学举行 

2016年 10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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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教指

委”）、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农业经济学系和塔里木大学联合主办，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中美棉花产业国际论坛”在新疆塔里木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

州农工大学农业经济学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塔里木大学等

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代表 30多人参会。 

 
论坛开幕式 



论坛开幕式由教指委委员、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俞晓玲教授主持，塔里木大学党委

书记、副校长张传辉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棉花产业技术体系经济岗位科学家杜

珉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中美棉花产业合作研究中心顾问毛树春，美国德克

萨斯 A&M大学农业经济学系 Mark waller教授和 John R.C Robinson 教授等出席开幕式。 

 

教指委委员、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俞晓玲教授主持开幕式 

 

塔里木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传辉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论坛主题为“国际棉花市场分析与展望、中美棉花产业政策和棉农经济行为分析”，杜珉

研究员、John R.C Robinson 教授、毛树春研究员、德州农工大学 Dr.Mark Welch、Dr.William 

Thompson、中国农业大学杨汭华教授、德州农工大学 Dr.Luis A.Ribera、石河子大学棉花经济研

究中心张杰教授和德州农工大学 Dr.Mark Waller，分别作了题为《中国棉花市场判断与分析》、

《整棉籽更高和更稳定的回报：基于德州利用率和价格风险管理的检验》、《中国棉花长势监测预

警研究和应用 20年》、《风险管理》、《德州农工大学在防治棉花根腐病农业研究与推广的作用》、

《棉农参保行为研究》、《棉花出口和巴拿马运河》、《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质量提升对策》、

《德州农工大学农业推广》的学术报告。 

 

论坛学术报告 

在论坛闭幕式上，举行了塔里木大学中美棉花产业合作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塔里木大学校长张

传辉教授分别为中美棉花产业合作研究中心顾问毛树春研究员、研究中心主任喻晓玲教授、副主任

John R.C Robinson教授和李亚兵教授颁发了聘书。 

 

代表合影 



支持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中美棉花产业国际论坛”，是教指委积极推进我国地方

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特色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教指委希望通过支持此类会议，能为进一步提

升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国际交流合作层次和水平、促进学科专业建设创造条件。 

全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 

2016年 10月 15 日，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

指委”）主办，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研讨会”在东

北林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吉林大学、

中南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相关学院的 2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研讨会会场 

会议开幕式由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田国双教授主持。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斌教授

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欢迎词，简要介绍了东北林业大学的本科专业建设情况。教指委秘书长曾寅初

教授在开幕上代表教指委致辞，分析了按大类招生对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并就

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加明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以及如何根据各高校的具体情况

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等问题谈了看法。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大类招生背景下的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在会议交流研讨阶段，

与会代表结合各自高校的具体情况，围绕大类招生等新形势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定位、人才培养、

教学方法改革、课程建设、导师制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耿玉德教授介绍了东北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

历程、专业建设基本情况，分析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综合改革思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郭沛教授就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情况、就业困境、今后学科调整方向、未来发展之

路问题发表意见，并着重讲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调整思路。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温作民教授分析了目前农林类高校农林管理专业发展与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制度之间的关

系，认为各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定位首先要考虑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在适应体制的前提



下确定各高校的整体发展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庞晓鹏教授表示新形势下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业要注重凸显特色、注重创新和个性培养。 

 

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李斌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研讨会结束后，参会人员参观了东北林业大学森林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