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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农业政策学》课程建设暨案例教学研讨会 

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 

2016年 12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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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农业政策学》课程建设暨案例教学

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召开，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龙宝教授出席会

议，来自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扬州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江西

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及南京农业大学 20所高校 30余位教师参加会议。 

 

研讨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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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加强交流

调研和推进机制建设，推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合作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军教授、

林光华副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龙宝教授等，分别分别以“案例教学法及其在农业政策学

课程中的应用”、“农业政策学内容调整及利益相关者分析应用”、“浙江大学农业政策学国家精

品课程建设经验”主旨报告。 

与会教师围绕《农业政策学》课程在本校相关专业的基本教学安排情况、教学内容与教材情况、

从事本课程教学的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情况、课程教学方法和配套环节情况、目前本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本次研讨对提高《农

业政策学》教学质量以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高校农经教指委 2017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 

2017年 4月 8日至 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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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教指委主任委员唐忠教授，副主

任委员李崇光教授、周应恒教授和卫龙宝教授，秘书长曾寅初教授，委员吕杰教授、修长柏教授、

傅国华教授、郭庆海教授、李永勤教授、刘伟平教授、陈池波教授、平瑛教授、陈昭玖教授、李明

贤教授、傅新红教授、赵帮宏教授、李玉萍教授、杨印生教授、温作民教授、栾劲东教授、李树超

教授、吴一平教授、关付新教授、曾艳华教授、洪名勇教授、罗明灿教授和喻晓玲教授，其他副主

任委员和委员指派的代表、河南省教育厅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领导等共 50多人参会。 

 

工作会议会场 

8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由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崇光教授主持。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校长杨宏志教授致欢迎辞，对各位参会代表表示热忱的欢迎；河南教育厅高教处闫治国副



处长致辞，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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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教授代表教指委致辞，简要回顾了本届教指委的主要工作，并对本次会议的议题做了说明。 

 

副主任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崇光教授主持开幕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宏志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闫治国副处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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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幕式上致辞 

致辞结束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峰教授了作了题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本科教育

发展与教学改革”的专题报告，总结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过程，并由大家分享了本

科教学改革的经验与体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峰教授做专题报告 

开幕式后，与会委员和代表围绕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整体培养定位和发展方向、

我国各类高校的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特色建设、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教育与研究生

培养的协调衔接、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质量建设与教学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研讨交流分为两节进行，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应恒教授和浙江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卫龙宝教授分别主次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会议研讨交流。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周应恒教授和卫龙宝教授主持会议的研讨交流 

与会委员和代表或是从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所培养人才的社

会需求及其变化、专业建设所应包括的内容和重点问题、农村基层对农经类人才的需求与目前毕业

生去向的矛盾、农经类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等方面，阐述了我国高校农经类本

科专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或是结合各自所在高校的具体情况，讨论了我国各类高校农经类本科专

业的特色发展、结合人才需求变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食品经济管理新本科专业发展的尝试、林

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等问题。各位参会委员和代表发言积极，研讨热烈。 



8日下午，与会委员和代表对教指委的工作进行了商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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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工作商议阶段会议，对教指委 2016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从本届教指委整体工作安排的角度说面了教指委 2017 年度的整体工作思路。与会委员和代表根

据教指委秘书处提供的 2017年度工作设想和需要商议的问题清单，对教指委 2017年度具体工作安

排进行了商议讨论。 

 

与会委员和代表商议教指委 2017年度工作安排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会议同意秘书处根据本届教指委工作规划提出的教指委 2017 年的重点工作是案例和培训，将

教指委 2017 年定位为“案例培训年”。结合“案例培训年”的工作重点，教指委将继续召开一系

列课程建设研讨会，继续开展本科质量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成果奖申报评审工作和项目结项工作，开

展教学案例的征集评奖工作，积极做好本届教指委教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整理工作等。承担 2017 年

度学科发展论坛和学术年会的吉林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通报了会议准备情况，与会委员和代表

对会议主题、时间和组织方式等进行了商议。根据 2017 年是本届教指委任期的最后一年的情况，

会议决定将结合教育部教指委换届工作的安排，在下半年再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工作会议。 

9日上午，部分与会委员和代表根据会议承办单位的安排，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李观虎副校长

的陪同下，前往黄河滩区“普兰斯薰衣草庄园”进行了调研考察。 

教指委委员讨论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 

本科专业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在 2017 年 4 月 8 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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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与会的教指委委员对我国高校农业经

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教指委秘书处根据会上各位委员的发言记

录，对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 

吕杰教授认为，农经专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专业定位问题、学科平台建设问题和师资队伍

建设问题。农经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融合，更要与行业发展相联系。农业类大学、财经类大学、综

合性大学等各类高校都要依据自身优势办出农经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大概只应该涵盖

70%的教学内容，其余的 30%应该留给各个学校发挥特色。未来农经专业的学生培养要与我国相关

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凸显各个学校的特色。 

郭庆海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农经专业的学生培养，为了适应就业，加入了很多非本专业必

须的课程，就业率导向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对于人才培养的冲击很大，像“工厂生产”一样的学

生培养方式，使得农经专业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农业经济是部门经济，是经济学与农学等学科的

融合，所以课程结构上应适当加入一些技术性的课程。各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应有差异，综合性学校

着重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地方院校着重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应该是分类培养、分类就业。各

个学校师资、生源差异很大，培养特色也不同，教学评估的尺度也应该有所不同。从农经专业人才

的需求来看，目前我国县乡基层需要大量很大，但是学生去的很少，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值得我

们去思考。 

傅国华教授认为，要讨论专业定位首先要厘清专业含义，目前农经专业定位上存在着模糊性，

到底是农业经济还是农业经济管理。对于农经专业学生不愿意下基层的问题，是否可考虑呼吁政府

部门对本专业的学生给予政策保护。但从趋势来看，农经专业的未来出路可能会向农业加工管理、

电商等方面发展。 

修长柏教授认为，地方学校培养的大多是应用型人才，就内蒙古名族大学而言，很多学生不会

讲汉语，在城市就业受到限制，也许去基层是很好的出路。我校根据农经专业学生多、但是整体能

力弱的特点，选拔了一些能力较强的学生进入实验班，探索一种新的培养模式。另外，农经专业的

人才培养需要积极开展跨学科交流合作。 

平瑛教授认为，从我校创办食品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情况看，农经专业的一个重要拓展方向应

该是与食品加工、食品经济的结合。但是，在本科生培养上不应过于考虑专业压力，也就是本科教

育不能太强调专业特色，而是要强调扎实的基础，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向各个方向发展。从上

海的就业形势来看，把学生局限在农业圈可能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就业和发展。在大环境和制度约束



下，农经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到底是凸显特色还是宽口径，可能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地区、优势等来定

夺。 

 

部分委员和代表在研讨会上发言 

陈池波教授结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经专业本科教育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

近年来，很少有第一志愿报考农经的学生，而且，学生入学后转专业问题突出，如何吸引生源、稳

定生源？2）很多老师讲授非“三农”的课程，但是研究的是“三农”方面的问题，教学与科研存

在脱节，如何联系互动起来？3）青年教师面临讲授非“三农”课程、经济方面、职称晋升三方面

的压力，如何稳定师资队伍，让青年教师得到更快发展？4）我校农经专业精“三农”、通管理、

懂法律的人才培养特色，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得到贯彻和落实？ 

陈昭久教授认为，地方农业大学要为基层培养人才，而要到基层去的人才不能不懂农业、不懂

农业技术。目前高校招收学生时，是按照分数线“一刀切”，很多来自城市的学生不懂农业，本科

人才培养需要解决如何让他们懂农业的问题。社会对真正懂得农业的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

高校农经专业的人才培养主要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如何落实政策吸引人才到

基层去的问题。 



喻晓玲教授认为，地方院校更多是要考虑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从作为“供给侧”高校来说，

就是要考虑如何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适应当前的就业需要。 

关付新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农经专业招生最多的是农业类院校，其次是财经类、综合类和

师范类。地方高校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培养实用型人才，综合类大学培养精英型人才。从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的情况来看，目前农经专业的现状是：1）学生方面存在的就业难、生源少和不稳定的问

题；2）专业方面面临无特色、无方向、无平台的困境；3）学院方面面临师资非农化、资源无农科

的制约。农经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现代农业信息管理、现代农业规划与建设管理；农经专业

转型面临的矛盾主要包括：培养方向与师资的矛盾、教学职能与学术研究的矛盾、毕业生方向选择

在培养过程中的矛盾、本科专业定位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及学科方向选择的矛盾。 

曾艳华教授认为，地方学校的农经专业定位需要考虑学生就业的现实需求，所以广西大学农经

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加入了会计、贸易、写作等课程；尝试开展了模块式教学，一门课程由不同的老

师上几个专题；通过集体教育，例如调研等形式来拉近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通过大创项目等科研实

践训练，以全面提升学生的能力。希望各高校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取长补短。 

窦学诚教授建议，在农经专业的教学培养框架中加入农业企业经营等课程，以适应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重点院校要多培养优秀的人才，为地方学校输送好的人才；应该呼吁政府通过政策对农经

专业进行特殊保护。 

杨印生教授指出，吉林大学的农经学科小，但是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农经与生物工程和农业

工程结合，强化农经专业学生的工程背景，在教学方案中增加了 32 学时的运筹学，开设了农业工

程导论课程，强调学生对整个产业链的了解。 

李永勤教授认为，地方高校本科生的升学率不到 10%，本科教育和硕士生培养的连接存在很大

问题。地方院校学生去企业就业的居多，因此农经专业的课程设置要与实际相结合，培养的学生要

适应地方发展和机构设置的要求，要突出特色。 

温作民教授认为，目前严峻的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以及人们对生态旅游和天然食品的需求使得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未来的发展重心可能会偏向林业。农经是南京林业大学的精品专业，南京林业大

圩在农经专业的本科生培养中，所要学习的数学课程与数学专业本科生的要求基本一致，并且本科

阶段的经济学课程就要达到中级的水平，强调与国际接轨，积极推荐学生出国深造。因此，每个高

校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定位，制定自己的培养方案，做到因材施教。 

曹玉昆教授认为，农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是必然趋势，人才培养要在这种趋势中找出

路。林业大学在人才培养中要带本科生去基层、去林区调研，是学生了解农林业，培养学生热爱农

林业的情怀。在当前局势下，农林经济管理的本科人才培养一方面要扩展领域，向金融、生态、碳

汇、气候等空间扩展，另一方面也要呼吁社会和政府关注农经专业。 

刘伟平教授认为，农经专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黄金时代，目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目前处在时代热点的的会计、金融、国贸等专业在农林类高校又普遍没有很好的竞争力。高校培

养的人才最终都要走向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必须根据各类人才的培养需要，解决好如何才能因材

施教的问题，把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培养好。 

唐忠教授认为，要多关注校友之间的相互支持，长辈校友对后辈校友的扶持和提拔对农经专业

毕业生的发展，对扩大农经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很重要。 

卫龙宝教授结合浙江大学农经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认为，各银行、电信、金融都需要农经方面

的专业人才，因为农村市场需要开发，农业企业需要资金等，所以看似与农业无关的招聘，其实也



需要农业方面的人才。浙大的农经本科生培养特色是更加宽口径、注重培养通才。各个学校的农经

本科生培养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曾寅初教授认为，从学科专业竞争的角度看，目前全国农经类本科招生规模处在逐步缩小中，

基层存在着人才需求但是毕业生不愿意去，相关的产业快发展但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却很少去这些产

业的企业就业，专业吸引力的下降从未来趋势来看必然带来优势人才不再进入甚至流失，从而在学

科专业竞争中逐步衰落。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我们可以呼吁政府给予特殊的保护，可以责怪目前

存在的不合理规则和学生不去基层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些规则和现实都无法改变，我们的首要选择

应该在适应中求发展，要想获得“他救”首先必须“自救”。可考虑的选择是拓展符合社会需求的

人才培养新空间，应该根据相关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的要求，在传统农林经济管理和农村区域

发展专业领域的基础上，通过増设食品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方式，从主要面向政府和科研机构培养

人才的“单一”定位向既为政府和科研机构培养人才也为企业培养人才的“二元”定位转变，积极

拓展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新发展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此总结未经各位发言者的审核，也不代表教指委的组织意见，刊发与此，仅

供各位同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