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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 0 2 2年学术研讨会

征文启事
2022年，面对世纪疫情、百年变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以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举办2022年学术研讨会，动员广大会员和农经学界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现将有关活动和征文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地点：浙江湖州(具体酒店待定)

(二)会议时间：2022年10月下旬，会期3天，第一天全天报到，第二天全天和第三天上午开会，第三天下午

离会

二、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湖州师范学院“两山”理念研究院、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湖外|Ⅱ币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三、会议主题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四、征文内容

围绕会议主题设立多个研讨板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研究：

(二)农业高质高效发展路径研究。9

(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四)乡村建设机制研究；

(五)乡村治理理论及应用研究；

(六)农村改革政策机理研究9‘

(七)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八)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问题研究‘9

(九)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理论及案例研究。

五、会议准备

征文截止日期：2022年9月20日。

应征论文务请于至Q22生里旦2Q目前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主题请注明“2022年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应征论

文”。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将聘请专家进行评审，通过适当方式转化成果、评选奖项，优秀论文将直接进入《农业经

济问题》审稿程序。请严格按照规定格式编辑文档，并在论文中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称职务及联系电话等。会

议将邀请入选论文的作者参加学术研讨会。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沧客，沈琪霞

电 话：010—82106169．0572—2322765

邮箱：chencangke⑥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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