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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 2 0年学术研讨会
在南京成功召开

2020年9月26—28日，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20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主

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和江苏省农学会承办。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开讨会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新会议形式，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教学的专家学者300多人参加线下会议．近
}000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直播。

开幕式由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毛世平研究员主持

司；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王荣平同志，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至济学会副会长李思经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陈萌山同志致开幕

院长易中懿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党委书记、中国农业技术

与会领导和专家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分别做了主旨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江苏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徐鸣会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夏所长、中国农业大学樊胜根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教授分别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p的现代农业建设”“国际视角下农业技术经济的挑战与机遇”“2020后中国扶贫标准与扶贫政策”“不确定外部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挑战

乏应对”主题做了大会报告。会议还邀请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

【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洪武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明利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斌磊教授分别以“粮

呈安全的再认识”“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科技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环保与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冲击及应对路径选

摹”“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研究的挑战与展望”为题作了大会主题报告。华中农业大学原副校长、学会副会长李崇光教授和华中农业大学经

芹管理学院院长李谷成教授分别主持了大会报告。

为进一步增强研讨会学术氛围，为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机会，会议还集中围绕“技术经济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家庭生计”等专题

生行了专场报告和讨论，邀请国内高校“三农”领域的专家对青年学者的报告进行了点评。本届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投稿论文179篇．经过学会初

{，最终14篇论文进行了宣讲。经过学会初评、评审专家组会评及终评等评选程序，共评出2020年学术研讨会获奖征文8篇。其中，二等奖2

i，作者分别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和安徽农业大学；三等奖6篇，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闭幕式上，陈萌山会长进行大会总结，李思经研究员公布优秀论文名单，陈萌山会长和易中懿院长作为颁奖嘉宾为优秀论文作者代表颁奖

#合影留念。本次研讨会围绕当前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工作问题进行了广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的交流，成果丰硕、讨论热烈．为

％国农业技术经济学者创造了交流平台，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机会，充分发挥了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推动学术创新、引导学科发展
q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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