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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农些霸鳜

讨论

会议全景

L上J j．UJ-j
中国2014(首届)现代农业科技产业链投资高峰论坛2014年6月28日

在杭州成功举办。论坛由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巾心、国家生

物饲料开发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杭州中域承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来自政府、国家级科研机构、国

内外著笔金融机构、知名企业的200余人参加了论坛。、Ik界领导、专家、

学者、投资人、企、Ik家汇聚一堂，探讨科技在现代农、Ik领域的价值，共

议农llk产业链投资新思路，探索融合技术与资本构筑现代农!lkff．技产业链

的发展路径。

浙江农林大学副校长金佩华代表主办方宣布大会开始，并向参会人

员详细介绍了浙江农林夫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建设情况及成1：．，=以来

取得的研究成果。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为论坛致辞，并肯定了会

议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积极意义。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顾益康在犬会f：做了《中国现代农、Ik发展的战略》的}旨演讲；会

上，国家生物农药』：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白文博士，中国农、jk科学院

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国家生物饲料开发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蔡辉益博士等

纷纷作了精彩的j三题演讲。沦坛还设立了两个圆桌论坛进行“农业机

遇”和“农业投资战略”讨论。最后，论坛承办方中域承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裁丁渡时先生进行r闭幕致辞。

未来10年是中国农业升级发展的lO年，也是高科技农业投资的黄金lO年。论坛站在资本的高度、从技术的

角度去关注和审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展示r科技产业链在农业和农产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本次论坛也是

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以独特的视角向大家展示在农业科技产业链上的思考，也是中心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政

产学研跨界合作的平台的一个尝试和举措。

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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