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情况

(一)学科历史沿革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始建于上世纪上半叶，1941 年国立贵州

省农工学院开设了农业经济专业，1998 年教育部将农业经济与林业

经济专业合并，2012 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正式确

定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及其专业编码。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对农林

经济管理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我国现已形成综合类高校、农业高校、

研究院所多元化办学主体，所有省份全覆盖，本、硕、博连贯培养

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模式。为更好服务我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我校于 2001 年成功申报了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

生，现已培养了 13 届本科毕业生共 641 人。

（二）学科发展现状

本专业设立以来，通过对专业建设方向、人才培养方案、教学

模式和教学实践方面的不断探索，学科建设思路已较成熟,现已形成

了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学

科团队。团队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9 人、讲师 5 人，高级职称占

72.22%；博士 5 人（含在读 1 人）、硕士 7 人，硕、博学位成员占

66.67%。

本学科现承担科研项目立项 1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

部级项目 8 项、院级项目 3 项；教改项目 20 项，其中，省级项目 8

项，校级项目 12 项。发表学术论文 35 篇，其中核心期刊 9 篇；出

版专著 1 部；承担精品课程 3 门；现有 3 个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卓



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 2 项。

（三）主要研究方向的特色及发展前景

方向一：山地农产品物流

特 色：该方向侧重于对黔南州农产品物流发展的现状、制约

因素、物流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等进行研究。黔南州特

色农产品如都匀毛尖、独山盐酸菜、罗甸火龙果、龙里豌豆尖等远

销国内外，但黔南州乃至贵州省的物流成本则比中东部地区平均要

高 50%以上，这成为本研究方向的优势资源，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

材。

发展前景：未来将重点研究山地特色农产品的物流系统构建，

探索山地特色农产品物流的标准化、信息化。该领域研究对黔南州

实施“黔货出山”战略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方向今后的重点工作：

与州县（市）商务部门、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推动地方物流学会发

展，建立地区农产品物流数据库，发布黔南物流发展蓝皮书。

方向二：农村与区域发展

特 色：该研究方向将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同我国西部尤其是

贵州省农村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相结合，主要围绕现代

农业建设、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选择与培育、新农村建设及县域经济

发展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能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农

村区域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发展前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对“三农”问题的高

度重视以及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解决“三农”问题的带头

性人才培育，解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管理人才急需要求等。该

领域的研究既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又有利于教学

科研成果的实践转化，真正实现我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理念。

方向三：农林业产业化经营

特 色：该方向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在对我省农林业产

业化经营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农林业产业化经营的构

成要素、评估体系、发展模式、利益机制、资本经营和经营管理方

法进行系统研究，并积极探讨适合贵州省情的农林业产业化发展模

式，旨在为政府指导农林业产业化经营、农林业产业组织开展经营

活动提供参考。

发展前景：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推动我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在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

时代背景下，该领域的研究既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又有利于教学科研成果的实践转化，真正实现我校服务地方经济的

办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