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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25日，由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农业经济学者(博鳌)峰会”在博鳌顺利举行，本次峰会吸引了来自全
地560余名专家学者和在校师生参加，参会人数较去年大幅度增加。本次峰会开幕式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李思经
主持，袁龙江所长致开幕辞，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和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虞松波先生分别致辞。

本次峰会着力于引领学术前沿，围绕我国农业农村改革70年的发展经验和辉煌成就对农业经济领域的学术前沿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深入探讨，探索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峰会主题报告由毛世平副所长主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
匕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黄季煜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罗必良教授、中国人民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仇焕广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金松青教授分别以“粮食问题研究的现状、学术前沿

及未来趋势”“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相互支撑与转化”“土地制度研究现状、学术前沿问题及未来趋势”“大数据背景下农业

研究的方法及变化趋势”“国际视角下农业经济研究的方法、学术前沿问题及未来趋势”等热点和前沿问题做了主题报告，分享了自己

术思想和最新研究成果。

本次峰会议程紧凑，内容充实。大会共设5个分论坛，分别是：(1)土地制度及组织制度；(2)精准扶贫、反贫困及农业对外合作；(3)中国

技术经济学会十届理事会青年学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粮食安全及产业政策；(5)农村金融及农村发展。各分论坛由入选论文作者

题学术报告，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并由多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进行现场点评，听众与报告人和点评人通过问答形式进行充分互

±术氛围热烈。

本次峰会还举办了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2018年度‘十佳论文一优秀审稿专家”’颁奖仪式，“《农业经济问题))仓J-]：MJ40年以来高被引频次

、作者”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由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社长吕新业研究员主持，由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授、中国农业科学

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毛世平研究员分别为获奖嘉宾颁奖并合影留念。此外，本次峰会还设置了《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

2020年现场选稿会，评审专家就投稿论文进行现场分析、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社长、主编做出最终决定，对基本符合发表要求的论文

颁发了《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录用证明。

本次峰会虽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但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各位参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会议各项议程，会议规模和参会人数

一届峰会均有大幅提升，参会代表热情高涨，学术氛围热烈，峰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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