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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须 知

尊敬的与会代表：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参加“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国外农

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学术研讨会，我们对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现将相关安排提示如下：

一、报到地点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大堂（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大街 222号）

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大堂（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清水湾幸福枫景

花园 17号楼）

二、报到时间

国际代表 8月 16日全天报到；国内代表 8月 17日全天报到。

三、会议地点

“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

开幕式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黄河厅

平 行 论 坛：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黄河厅

平 行 论 坛：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文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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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用餐

时 间 用餐地点 用餐时间 备 注

8月 17日
晚 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8:00-19:30 凭餐券用餐

（自助餐）

8月 18日
午 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2:00-13:30 凭餐券用餐

（自助餐）

8月 18日
晚 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8:00-19:30 凭餐券用餐

（自助餐）

8月 19日
午 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2:00-13:30 凭餐券用餐

（自助餐）

五、其他事项

（1）8月 18日上午“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大会工作语言为

中文和英文。18日上午主旨报告将安排云服务的同声传译，请参会者自

备手机与耳机，在现场采取手机扫码选择拟收听的语言频道。

同传网址：https://lm.enewie.com/live/BAXZHYI

（2）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请从

研究会网址下载，网址：http://www.csfae.cn，会议文件解压缩密码：

20230817，会议临时群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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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务负责人

会 议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反贫困理

论创新”国

际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左 茜

陶艳萍

18755122264
18811605710 wellbeingcass@163.com

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东 梅

马艳艳

13909599709
18209517658 pr2003@126.com

中国国外农

业经济研究

会 2023年
会暨学术研

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胡凌啸

翟天昶

18810063886
13031058877 csfae@cass.org.cn

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东 梅

马艳艳

13909599709
18209517658 pr2003@126.com

欢迎您来到银川，祝您参会愉快，工作顺利！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

202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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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Guidelines

Respected Participants：

We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nti-Poverty Theory and/or the 2023 Annual Academic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y. Your participation is a heartfelt welcome!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conference, we wish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following

essential details:

1. Registration Venue

Lobby of Primus Hotel Yinchuan (No. 222, Qingshui North Street,

Jinfeng District, Yinchuan)

Lobby of Holiday Inn Express, Yinchuan (Building 17, Fengjing Garden,

Qingshui Bay, Jinfeng District, Yinchuan)

2. Registration Time

For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Full-day registration on August 16th

For domestic delegates: Full-day registration on August 17th

3. Conference Venu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nti-Poverty Theory

Assembly Forums: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Parallel Forums: various meeting rooms, Primus Hotel Yinchuan

2023 Annual Conference andAcademic Symposium of China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y

Assembly Forum: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Parallel Forums: Wen Hui Building, Helan Mountain Campus, Ningx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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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ference Meals
Time Dining Venue Meal Time Remarks

August 17th
Dinner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18:00-19:30 Dinner

(buffet with tickets)
August 18th

Lunch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12:00-13:30 Lunch

(buffet with tickets)
August 18th
Dinner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18:00-19:30 Dinner

(buffet with tickets)
August 19th

Lunch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12:00-13:30 Lunch

(buffet with tickets)

5. Other Matters

(1)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8th, the working langua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nti-Poverty Theory will be Chinese

and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will be available for the

assembly forum on the morning of 18th via a cloud-based service. Participants

are requested to bring their own mobile phones and headphones, and on-site

language channels can be selected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with the phon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website:

https://lm.enewie.com/live/BAXZHYI

(2)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Annual Conference and Academic

Symposium of China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y hosted by CSFA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it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csfae.cn. The password for

extracting the conference files is: 20230817.

https://lm.enewie.com/live/BAXZHYI
http://www.csf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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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R code for the provisional group for the meeting is below.

6. Conference Coordinators

Conference Contact
Unit

Contact
Person

Contact
Phone Emai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nti-Poverty

Theory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Qian Zuo
Yanping Tao

18755122264
18811605710

wellbeingcass@163.
com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ster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ingxia University

Mei Dong
Yanyan Ma

13909599709
18209517658 pr2003@126.com

2023 Annual
Conference and

Academic
Symposium of
China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ngxiao Hu
Tianchang

Zhai

18810063886
13031058877 csfae@cass.org.c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ster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ingxia University

Mei Dong
Yanyan Ma

13909599709
18209517658 pr2003@126.com

Welcome to Yinchuan! We wish you a pleasant and successful conference

experienc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ster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ingxia University

August 2023



— 7 —

“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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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主办单位： Hosts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verty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宁夏大学

Ningxia University

承办单位： Organizers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ster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ingxia University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Chinese Society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Economy

协办单位： Co-organizers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China &World Economy》编辑部

China &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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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期刊： Support Journals

《中国农村经济》 Chinese Rural Economy

《中国农村观察》 China Rural Survey

《中国工业经济》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版 China & World Economy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英文版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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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Conference Introduction

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减贫成效显著，但各地区减贫进展差别巨大。

中国实现了全球瞩目的消除贫困奇迹，印尼、越南等国减贫迅速，非洲一

些地区则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国内、国际学术界关于贫困以及反贫困的

理论研究呈现勃发态势。面对当前减贫实践和形势以及面向 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反贫困理论研究进展仍显滞后。为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促

进反贫困理论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发起了开展面向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反贫困理论创

新”征文活动，并定于 2023年 8月 16日-20日在宁夏银川召开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当前全球减贫任务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论坛将提供一个重要平

台，汇集来自全球的杰出学者代表，期待通过学术研讨，深化对于中国特

色反贫困经验和成就的理论认识，对各地区反差巨大的减贫进程做出更具

有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充分展现本土反贫困理论创新。

本次会议聚焦于“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反贫困理论创新”，安排高

层论坛、平行学术论坛、闭门学术研讨会等丰富学术活动，将有来自美国、

巴西、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等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会

议邀请了一系列杰出的学者发表主旨演讲，其中包括：高培勇教授、林毅

夫教授、万广华教授、魏后凯教授、Scott Rozelle 教授、Patrick Bond教

授以及Maria Ana Lugo博士。本次论坛在一百余篇投稿论文中精心筛选

36篇优秀论文，设置六个平行专题论坛。参会代表将以学术论文为基础，

以中文和英文为工作语言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会议将为国际代表

和资深的国内学者提供移民扶贫示范区的实地调研机会，展示中国消除贫

困成效，共同探索反贫困实践和理论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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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the progr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varies

greatly among regions. China has achieved the world-renowned miracl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ndonesia,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also

achieved rapid poverty reduction, while some parts of Africa have stagnated.

In the meantim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s booming. However, fac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and situ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progress of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expedite innovative research on anti-poverty theori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the Center for Pover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unched the call for papers on innovative anti-poverty theory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nd decided to hol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m August 16th to 20th, 2023, in Yinchuan, Ningxia. Currently,

the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task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therefore,

the forum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bring together outstanding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look forward to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of anti-pover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ia academic discussions. Furthermore, we expect to

make a more consist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process between various regions with great contrasts, and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anti-poverty theories.

This symposium will focus on "Innovation in Anti-Poverty Theo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rranging plentiful academic activiti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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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ssembly forum, parallel forums, and academic field research. Nearly a

hundred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South Africa,

India, Indonesia, South Korea, and China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A series of

distinguished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give keynote speeches, including: Prof.

Peiyong Gao, Prof. Justin Yifu Lin, Prof. Guanghua Wan, Prof. Houkai Wei,

Prof. Scott Rozelle, Prof. Patrick Bond and Dr. Maria Ana Lugo; meanwhile,

36 excellent papers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among more than 100 submissions,

and 6 parallel thematic sessions were set up. Participants will conduct

extensive and in-depth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based on academic paper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This symposium will provide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and senior domestic schola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in immigrant poverty alleviation demonstration

areas, exempl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jointly

explore the path of anti-povert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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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日程 Framework Program

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主持人

Moderator
地点

Location

8月 16日（星期三） Wednesday, August 16th

08:30-20:00 国际代表报到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Registration

铂瑞酒店、假日酒店

Primus Hotel Yinchuan;
Holiday Inn Express

8月 17日（星期四） Thursday, August 17th

08:30-20:00 国内代表报到

Domestic Delegates Registration

铂瑞酒店、假日酒店

Primus Hotel Yinchuan;
Holiday Inn Express

08:30-18:30 受邀代表实地调研

Invited Delegates Field Research
红寺堡区

Hongsibu District

18:00-19:30 晚 餐（凭票自助餐）

Dinner (buffet with tickets)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2、4、6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8月 18日（星期五）Friday, August 18th

08:30-08:50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主持人：廖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合作局副局长

致 辞：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 星 宁夏大学党委书记

Moderator: Prof. Fan Liao, Deputy
Direct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CASS
Speech: Prof. Houkai Wei, Directo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ASS

Prof. Xing Li, Party
Secretary, Ningxia University

铂瑞酒店黄河厅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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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主持人

Moderator
地点

Location

08:50-09:40
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es

主持人：廖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合作局副局长

发言人：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名誉院长

Moderator: Prof. Fan Liao, Deputy
Direct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CASS
Speaker: Prof. Peiyong Gao, Academy
Member of CASS

Prof. Justin Yifu Lin,
Honorar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Peking
University

铂瑞酒店黄河厅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09:40-10:00 合影、茶歇 Group Photo; Tea-Break

10:00-12:00
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es

主持人：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

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人：罗斯高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

究员

万广华 复旦大学特聘二级

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帕特里克·邦德 南非约翰

内斯堡大学荣誉社会学教授

卢安然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Moderator: Prof. Guobao Wu,
Director, Center for Poverty Research
of CASS
Speaker: Prof. Scott Rozelle, Senior
Fellow of Stanford's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of. Guanghua Wan,

铂瑞酒店黄河厅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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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主持人

Moderator
地点

Locatio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Prof. Patrick Bo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Dr. Maria Ana Lugo, World
Bank Lead Economist, Program Lead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for China,
Mongolia and Korea

Prof. Houkai Wei,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12:00-13:30 午 餐（凭票自助餐）

Lunch (buffet with tickets)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14:00-17:20

平行论坛 1：
反贫困理论

Parallel
Forum I:

Anti-Poverty
Theory

(in Chinese)

上半场：周云波 南开大学教授

下半场：陈秋红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主任

Session 1: Yunbo Zhou, Nankai
University
Session 2: Qiuhong Chen,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1
Function Room 1,

Primus Hotel Yinchuan

平行论坛 2：
贫困治理

Parallel
Forum II:
Poverty

Governance
(in Chinese)

上半场：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下半场：刘维杰 《中国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编辑

Session1: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Session2: Weijie Liu, Editor of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3
Function Room 3,

Primus Hotel Y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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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主持人

Moderator
地点

Location

平行论坛 3：
减贫机制与

效应

Parallel
Forum III: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
(in Chinese)

上半场：杨 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下半场：王燕梅 《中国工业经济》

编辑部主任

Session1: Sui Y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ASS
Session2: Yanmei Wa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5
Function Room 5,

Primus Hotel Yinchuan

平行论坛 4：
减贫韧性与

内生动力

Parallel
Forum IV:
Resilience

and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ese)

上半场：张全红 湖北经济学院教授

下半场：胡 祎《中国农村经济》《中

国农村观察》编辑

Session1: Quanhong Zha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ession2: Yi Hu, Editor of Chinese
Rural & China Rural Survey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7
Function Room 7,

Primus Hotel Yinchuan

平行论坛 5：
减贫理论解

释

Parallel
Forum

V:Theoretica
l

Explan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English)

上半场：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下半场：宋 锦

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主任

Session1: Guobao W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Session 2: Jin So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12
Function Room 12,

Primus Hotel Y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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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ime
活动

Activity
主持人

Moderator
地点

Location

平行论坛 6：
减贫政策分

析

Parallel
Forum

VI: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Analysis

(in English)

上半场：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下半场：苏保忠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编辑部主任

Session 1: Ting Zuo,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ession 2: Baozhong Su,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

铂瑞酒店董事会议室

Board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17:30-18:30
闭幕式

Closing
Session

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柏瑞酒店多功能厅 1
Function Room 1,

Primus Hotel Yinchuan

18:30-19:30 晚 餐（凭票自助餐）

Dinner (buffet with tickets)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Function Room 2, 4, 6,
Primus Hotel Yinchuan

8月 19日（星期六）Saturday, August 19th

09:00-11:30 反贫困研究交流研讨会

Seminar on Anti-poverty Research

宁夏大学文荟楼 316
316 Wenhui Building,
Ningxia University

12:00-13:30 午 餐（凭票自助餐）

Lunch (buffet with tickets)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Function Room 2, 4,6,
Primus Hotel Yinchuan

8月 20日（星期日）Sunday, August 20th

离会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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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Conference Schedule

8月 18日上午 08:30-12:00
August 18th, 08:30-12:00 AM

高层论坛 Assembly Forum

时 间：8月 18日 08:30-12:00 地 点：铂瑞酒店黄河厅

Time: 08:30-12:00 Aug. 18th Venue: Grand Ball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08:30-08:50）

主持人：廖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Moderator: Prof. Fan Liao, Deputy Direct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SS

领导致辞

08:30-08:40
致辞：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Speech: Prof. Houkai Wei, Directo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08:40-08:50
致辞：李 星 宁夏大学党委书记

Speech: Prof. Xing Li, Party Secretary, Ningxia University

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es（08:50-09:40）

08:50-09:10

发言人：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题 目：夯实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

Speaker: Prof. Peiyong Gao, Academy Member of CASS
Topic: Consolidating the Basic System for Eradicat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09:10-09:30

发言人：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题 目：结构变迁与减贫：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Speaker: Prof. Justin Yifu Lin, Honorar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Peking University
Topic: Structural Change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09:30-09:40 问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09:40-10:00 合影、茶歇 Group Photo; Tea-Break



— 20 —

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es（10:00-12:00）

主持人：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Moderator: Prof. Guobao Wu, Director, Center for Poverty Research, CASS

10:00-10:20

发言人：罗斯高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

题 目：中国的“共同富裕”始于 0至 3岁

Speaker: Prof. Scott Rozelle, Senior Fellow of Stanford's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Topic: "Common Prosperity" for China Begins at 0 to 3 Years Old

10:20-10:40

发言人：万广华 复旦大学特聘二级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题 目：反贫困的异地社会经济效应：以跨省犯罪为例

Speaker: Prof. Guanghua Wa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Topic: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 Case of
Transborder Crimes in China

10:40-11:00

发言人：帕特里克·邦德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荣誉社会学教授

题 目：无形财富时代的贫困与不平等：气候、自然资源与第四次工业革

命

Speaker: Prof. Patrick Bo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Topic: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n Era of Intangible Wealth: Climat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1:00-11:20

发言人：卢安然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蒙古、韩国人类发展项

目负责人

题 目：世界贫困演变和世界银行的思路

Speaker: Dr. Maria Ana Lugo, the World Bank Lead Economist, Program
Lead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for China, Mongolia and Korea
Topic: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in the World and in World Bank Thinking

11:20-11:40

发言人：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题 目：中国脱贫地区政策及转型方向

Speaker: Prof. Houkai Wei,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Topic: Policies and Transition Directions for China's Poverty-Eliminating
Regions

11:40-12:00 问 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会场负责人：东 梅（13909599709） Venue Manager:Mei Dong (1390959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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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 下午 14:00-17:20
August 18th, 14:00-17:20 PM

平行论坛 1：反贫困理论
Parallel Forum I: Anti-Poverty Theory (in Chinese)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1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1,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周云波 南开大学

Moderator: Yunbo Zhou, Nankai University

14:00-14:20

报告人：郑景露 西南大学（合作者：徐亚东、张应良）

题 目：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基于“有效市场—有能

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Speaker: Jinglu Zheng, Nankai University (Co-author: Yadong Xu, Yingliang
Zhang)
Tit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Efficient Market -
Capable Collective - Conditionally Active Government"

14:20-14:40

报告人：黄杏子 南开大学（合作者：周云波、沈扬扬）

题 目：在消除贫困中增进幸福感——对“精准扶贫”提升贫困群体幸福

感的量化分析

Speaker: Xingzi Huang, Nankai University (Co-author: Yunbo Zhou,
Yangyang Shen)
Title: Promoting Happiness in Poverty Eradic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o Enha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Poor

14:40-15:00

报告人：贺立龙 四川大学（合作者：郭劲廷）

题 目：生计策略内生化、政策干预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四川凉山

地区抽样调查的研究

Speaker: Lilong He, Sichuan University (Co-author: Jinting Guo)
Title: Endogeniza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y,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 Households—Based on a Sampling Survey in
Liangshan Area,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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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王 卓 四川大学

陈秋红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主任

Reviewers: Zhuo Wang, Sichuan University
Qiuhong Chen,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茶 歇 Tea-Break（15:30-15:50）

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陈秋红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主任

Moderator: Qiuhong Chen,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15:50-16:10

报告人：陈 枫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者：唐丽霞、张一柯）

题 目：贫困瞄准何以有效？——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实践

Speaker: Feng Chen,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o-authors: Lixia Tang,
Yike Zhang)
Title: How can Poverty Targeting be Effective?——Poverty Reduction
Practic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16:10-16:30

报告人：王 卓 四川大学（合作者：秦 浩）

题 目：相对贫困识别与瞄准研究——以城市贫困与低保制度为例

Speaker: Zhuo Wang, Sichuan University (Co-author: Hao Qin)
Titl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argeting of Relative Poverty --
Taking Urban Poverty and the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as an Example

16:30-16:50

报告人：左 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题 目：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Speaker: Qian Zuo,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tl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周云波 南开大学

贺立龙 四川大学

Reviewers: Yunbo Zhou, Nankai University
Lilong He, Sichuan University
联系人：马小霞 （15709682238） 牛娜娜 （18295091003）
Contact: Xiaoxia Ma (15709682238) Nana Niu (18295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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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2：贫困治理
Parallel Forum II: Poverty Governance (in Chinese)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3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3,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Moderator: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14:00-14:20

报告人：史 婵 西北大学（合作者：王小林）

题 目：中国式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理论演变与实践梳理

Speaker: Chan Shi, Northwest University (Co-author: Xiaolin Wang)
Title: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Poverty Management in China: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e Review

14:20-14:40

报告人：王满旺 宁夏大学（合作者：沈小诗、佘德劲、东 梅）

题 目：政府治理能力与多维贫困：机制与效应

Speaker: Manwang Wang, Ningxia University (Co-author: Xiaoshi Shen,
Dejing She, Mei Dong)
Title: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chanism and Effect

14:40-15:00

报告人：刘登辉 西安交通大学

题 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当代路径

Speaker: Denghui Li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Title: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s Proposition and Practice
Paths

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刘维杰 《中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编辑

Reviewers: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Weijie Liu, Editor of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茶歇 Tea-Break（15:30-15:50）



— 24 —

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刘维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编辑

Moderator: Weijie Liu, Editor of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15:50-16:10

报告人：欧阳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合作者：檀学文）

题 目：解放“白人的负担”——全球减贫战略重构与发展援助新思路

Speaker: Xin Ouy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Sciences
(Co-author: Xuewen Tan)
Title: Liberat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New Ideas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16:10-16:30

报告人：耿强艳 青海民族大学（合作者：胡西武）

题 目：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性空间贫困陷阱测度及阻滞因素研究 ——
以青海省为例

Speaker: Qiangyan Geng,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Co-author: Xiwu Hu)
Title: A Study on Measurements and Retardarion Factors of Ecological
Spatial Poverty Trap: A Case of Qinghai Province

16:30-16:50

报告人：马俊乐 山东社会科学院（合作者：徐秀丽）

题 目：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公共品——韩国对外分享新村运动减贫经

验的路径及启示

Speaker: Junle Ma, Sh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author:
Xiuli Xu)
Title: From Local Practice to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Path and
Enlightenment of Globally Sharing the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of
Saemaeul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王 瑜 北方民族大学

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

Reviewers: Yu Wang,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angyang Sh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联系人：马亚茹 （15909675997） 李文星 （15699337626）
Contact: Yaru Ma (15909675997) Wenxing Li (1569933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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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3：减贫机制与效应
Parallel Forum III: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 (in Chinese)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5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5,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杨 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Moderator: Sui Y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14:00-14:20

报告人：李志国 重庆工商大学（合作者：王 胜）

题 目：电商解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锁定——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

（CAS）理论的解释

Speaker: Zhiguo Li,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o-author: Sheng Wang)
Title: E-commerce Unlocks Poverty Lock-in of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Special Poverty Areas --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 Theory

14:20-14:40

报告人：黄 莉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合作者：李 玲）

题 目：精准扶贫是否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来自脱贫脆弱地

区儿童早期发展证据

Speaker: Li Hu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o-author:
Ling Li)
Title: How Do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revent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Data
in the Out-of-Poverty Vulnerable Area

14:40-15:00

报告人：张华泉 四川农业大学

题 目：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设立促进农户增收了吗？——基于川甘滇涉

藏县（市）的多期双重差分检验

Speaker: Huaquan Zhang,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tle: Ca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Scenic Spots of Red Tourism
Increase Farmers' Incomes? -- Based on Tibetan-Related Couties and Cities in
Sichuan, Gansu, and Yunnan Provinces, by Muti-period DID Model

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杨 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王燕梅 《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

Reviewers: Sui Y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Yanmei Wa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茶歇 Tea-Break（15:3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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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王燕梅 《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

Moderator: Yanmei Wa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5:50-16:10

报告人：王 恒 中国农业大学

题 目：县域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与脱贫质量——来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的证据

Speaker: Heng Wa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tle: County Fiscal Expendi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Key Counties of National Rural
Vitalization

16:10-16:30

报告人：石嘉懿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合作者：李 玲、李新月）

题 目：数字技能何以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基于全国 25省面板数

据的分析

Speaker: Jiayi Shi,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o-author:
Ling Li, Xinyue Li)
Title: Unveiling the Role of Digital Skills in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Among Rural Residents --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5 Provinces

16:30-16:50

报告人：陶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合作者：杨 穗）

题 目：政府干预视角下农村电商发展和农民增收

Speaker: Yanping Tao,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author: Sui Yang)
Tit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李志国 重庆工商大学

张华泉 四川农业大学

Reviewers: Zhiguo Li,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Huaquan Zhang,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联系人：佘德劲 （17681271542） 王秋宁 （15769615715）
Contact: Dejin She (17681271542) Qiuning Wang (157696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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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4：减贫韧性与内生动力
Parallel Forum IV: Resilience and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ese)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7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7,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张全红 湖北经济学院

Moderator: Quanhong Zha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14:00-14:20

报告人：李 飞 湖南农业大学（合作者：肖志芳、李欣玥、杨雯渊）

题 目：女性的力量：妇女就业帮扶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基于

帮扶车间的案例研究

Speaker: Fei Li,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o-author: Zhifang Xiao,
Xinyue Li, Wenyuan Yang)
Title: The Power of Women: Women Employment Aid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elf-Driven Motivation in Family Based on a Case Study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

14:20-14:40

报告人：胡 联 安徽财经大学（合作者：盛 迪）

题 目：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韧性

Speaker: Lian Hu,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author:
Di Sheng)
Title: Non-farm Employment and Rural Household Resili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14:40-15:00

报告人：周欣雨 南开大学（合作者：姚万军）

题 目：降低脆弱性能促进农户收入可持续增长吗——基于农户主体跨

期决策模型的分析

Speaker: Xinyu Zhou, Nankai University (Co-author: Wanjun Yao)
Title: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 A Study Based on Subjective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odel of Household

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张全红 湖北经济学院

胡 祎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

Reviewers: Quanhong Zha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Yi Hu, Editor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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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Tea-Break（15:30-15:50）

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胡 祎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

Moderator:Yi Hu, Editor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 China Rural Survey

15:50-16:10

报告人：张全红 湖北经济学院（合作者：刘 杰）

题 目：数字金融与脱贫户生计恢复力：理论与中国实践

Speaker: Quanhong Zha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Co-author: Jie
Liu)
Title: Digital Finance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Poverty-Alleviation
Household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16:10-16:30

报告人：兰 宇 重庆大学（合作者：张 鹏）

题 目：“脱贫不脱政策”下如何完善长效阻返机制：基于返贫风险视

角

Speaker: Yu Lan, Chongqing University (Co-author: Peng Zhang)
Title: How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Return Deterrent Mechanism Under
the "Lifted Out of Poverty But Continued to Help" Approach: A Perspective
on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16:30-16:50

报告人：冯 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者：高天志、郑少锋）

题 目：互联网使用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农民内源发展吗？——基于北方

梨果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Speaker: Hui Feng,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Co-author: Tianzhi Gao,
Shaofeng Zheng)
Title: Can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Usage Level Promo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Farmer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ear
Growers in the North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李 飞 湖南农业大学

胡 联 安徽财经大学

Reviewers: Fei Li,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ian Hu,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联系人：李天成 （18021055023） 苏 贺 （18631150877）
Contact: Tiancheng Li (18021055023) He Su (1863115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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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5：减贫理论解释
Parallel Forum V: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English)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12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12,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Moderator: Guobao W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14:00-14:20

报告人：左承喜 韩国朴正熙发展研究院院长（合作者：左学金）

题 目：农村扶贫理论与实践：韩国和中国经验的比较视角

Speaker: Jwa Sung-Hee, President of Park Chung He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 Korea (Co-author: Xuejin Zuo)
Titl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Korean and Chinese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4:20-14:40

报告人：郑 宇 复旦大学（合作者：程文君）

题 目：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减贫比较

Speaker: Yu Zheng, Fudan University (Co-author: Wenjun Cheng)
Title: Comparison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14:40-15:00

报告人：奥内斯梅·恩扎萨巴耶祖 印度甘地技术和管理学院（被视为大学）

（合作者：森蒂尔·库马尔·贾亚·普拉卡什）

题 目：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策略：一个科学计量分析

Speaker: Onesme NZASABAYEZU, Gand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GITAM (Deemed to be University), India
(Co-author: Senthil Kumar Jaya Prakash)
Titl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宋 锦 China & World Economy 编辑部主任

Reviewers: Guobao W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Jin So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茶歇 Tea Break（15:3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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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宋 锦 China & World Economy 编辑部主任

Moderator: Jin Song,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15:50-16:10

报告人：李泽峰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者：左 停、赵泽宇）

题 目：治理、能力建设与实施过程：中国绝对贫困攻坚战的理论反思

Speaker: Zefeng Li,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o-author: Ting Zuo,
Zeyu Zhao)
Title: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f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Absolute Poverty

16:10-16:30

报告人：严凤鸣 海南大学（合作者：许海平）

题 目：在家庭决策中赋予妇女权力对多维儿童贫困的影响：家庭微观

系统视角

Speaker: Fengming Yan, Hainan University (Co-author: Haiping Xu)
Title: The Impact of Empowering Woman in Family Decision-Making on
Multidimensional Child Poverty: A Family Microsystem Perspective

16:30-16:50

报告人：莱拉·比约斯（线上） 巴西帕拉伊巴联邦大学

题 目：巴西扶贫相关理论探讨

Speaker: Leila Bijos (online), Universidade Federal da Paraíba (UFPB),
Brazil
Title: Brazil Specific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Inquiries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郑 宇 复旦大学

Reviewers: Xuejin Zuo,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 Zheng, Fudan University

联系人：高 月 （17795072729） 李广顺 （16638081637）
Contact: Yue Gao (17795072729) Guangshun Li (1663808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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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6：减贫政策分析
Parallel Forum VI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Analysis (in English)

时 间：8月 18日 14:00-17:20 地 点：铂瑞酒店董事会议室

Time:14:00-17:20 Aug. 18th Venue: Boardroom,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上半场 Session 1

主持人：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

Moderator: Ting Zuo,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14:00-14:20

报告人：阿赫迈德·阿凡迪·马赫福兹 印度尼西亚达鲁萨兰贡托大学

题 目：伊斯兰慈善捐赠作为印度尼西亚减贫政策工具是否有效？

Speaker: Akhmad Affandi Mahfudz, University of Darussalam Gontor
Indonesia
Title: Islamic Charitable Donations as an Instrument Policy for Poverty
Reduction: Is It Effective for Indonesia?

14:20-14:40

报告人：臧雷振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者：盖建泽）

题 目：发展中国家小农户脱贫：基于政府主导的适用技术推广视角

Speaker: Leizhen Zang,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o-author: Jianze Gai)
Title: Fighting Poverty for Small Farm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Le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Promotion

14:40-15:00

报告人：陈 煌 厦门大学（合作者：杨 露、黄开兴）

题 目：“搬出”贫困：来自中国最贫困地区家庭搬迁政策的证据

Speaker: Huang Chen, Xiamen University (Co-author: Lu Yang, Kaixing
Huang)
Title: "Moving" Out of poverty: Evidence from Family Relocation Policy
from the Poorest Region in China

15:00-15:3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

苏保忠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编辑部主任

Reviewers: Ting Zuo,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zhong Su,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

茶歇 Tea Break（15:3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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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 Session 2

主持人：苏保忠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编辑部主任

Moderator: Baozhong Su, Editorial Director of 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

15:50-16:10

报告人：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者：巴 枫、卡洛·约翰·阿塞奥、

安达姆·安丁·恩迪·布马）

题 目：不同国家具体减贫策略的比较研究

Speaker: Ting Zuo,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o-author: Feng Ba, Carlo
John ARCEO, Andam Andin Ndi BUM)
Title: Comparative Study on Country Specific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16:10-16:30

报告人：金斯·瓦尔基 英国圣阿洛伊修斯学院

题 目：经济冲击下中下阶层的消费行为：一些理论和实证见解

Speaker: Jins Varkey, St. Aloysius College, the United Kingdom
Title: Consumption Behaviour of Lower Middle Class During Economic
Shocks: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16:30-16:50

报告人：谭睿琦 中央民族大学（合作者：吴本健、牛林漪、朱海波）

题 目：新时代小额信贷缓解中国西部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赋能视角

Speaker: Ruiqi Ta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Co-author: Benjian Wu,
Linyi Niu, Haibo Zhu)
Title: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on New Era Microcredit to Alleviat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in West China

16:50-17:20 专家点评及讨论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点评人：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陈 煌 厦门大学

Reviewers: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Huang Chen, Xiamen University

联系人：李惠惠 （15719517432） 赵 昊 （18016351163）
Contact: Huihui Li (15719517432) Hao Zhao (1801635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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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下午 17:30-18:30
August 18th 17:30-18:30 PM

闭幕会
Closing Meeting

时 间：8月 18日 17:30-18:30 地 点：柏瑞酒店多功能厅 1
Time:17:30-18:30 Aug. 18th Venue: Function Room 1, Primus Hotel Yinchuan

主持人：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Moderator: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发言人：各专场代表，每人 8分钟

Speakers: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Paralell Forum, eight minutes each

会议总结：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Concluding Remark: Guobao W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联系人：马小霞 （15709682238） 牛娜娜 （18295091003）
Contact: Xiaoxia Ma (15709682238) Nana Niu (18295091003)

8月 19日上午 09:00-11:30
August 19th 09:00-11:30 AM

反贫困研究交流研讨会
Seminar on Anti-poverty Research

时 间：8月 19日 09:00-11:30 地 点：宁夏大学文荟楼 316
Time: 09:00-11:30 Aug. 19th Venue: 316 Wenhui Building, Ningxia University

联系人：温馨语 （17395033621） 王文慧 （13099536121）
Contact: Xinyu Wen (17395033621) Wenhui Wang (1309953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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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人介绍 Keynote Speakers

1.高培勇

高培勇，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

金会副理事长。曾先后 3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

体学习担任主讲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财税理论

研究和财税政策分析等。代表作有《现代财税体

制理论大纲》《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当代西方财

政经济理论》等。

Peiyong Gao,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Economist. He i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njoying the special

government allowa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vice chairman of Sun

Yefang Economic Science Foundation. He has served as the keynote speaker

for the collective learning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for three times. For many

years, he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f fiscal and tax theory and fiscal

and tax policy analys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Theoretical

Outline of Modern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National Debt,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Theor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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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

林毅夫，经济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

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

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第七至第十届

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十

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 10所大

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论中国经济》、《战胜命运》、《超越发展援

助》、《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二十余册。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100多篇论文。

Justin Yifu Lin, Ph.D. in Economic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Yale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Boya Chair Professor, Honorar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Dean of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Dean of Instit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Currently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Committee,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mer full-time vice chairman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member of the 7th to 10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vice-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Affairs of the 10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11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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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Affairs of the 12th and 13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He is a 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and a 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Developing World

(formerly the Third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as received honorary

doctorates from 10 universities in the UK, France, the US, Canada, and Hong

Kong.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On China's Economy,

Beating the Odds,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3.罗斯高（Scott Rozelle）
Scott Rozelle 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

波利国际研究所的海伦·F·法恩斯沃思高级研究

员和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联合主

任。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学士学位，

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前，

罗斯高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教授，在

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和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

他目前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包括美国经济学会、

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罗斯高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

革》、《农业经济学》、《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和《中国经济评

论》的编辑委员会任职。他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中国，涉及：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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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农产品的供应、需求和贸易；过渡过程中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的出现

和演变及其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以及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学，重点关注

农村教育、健康和营养。

Dr. Scott Rozelle is currently the Helen F. Farnsworth Senior Fellow at

the Freeman Spoer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co-director of the 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He received his 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his MS and PhD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Previously, Rozelle wa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Stanford's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 currently

is a member of sever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Rozelle also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 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 His research focuses almost exclusively on China and is

concerned with: agricultural policy, including the supply, demand, and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ject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qu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ith an emphasis

on rural education,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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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广华

万广华，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二级教授、世

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作经历跨越著名高校（悉尼

大学）、国际机构（联合国）、多边金融机构（亚行）

和著名智库（ADBI在全球由政府资助的智库中排

名第二）。根据最新 RePEc（IDEAS personal ranking

compilation)对经济学家的排名，在全球居前 5%，

在亚洲和中国居前 3%，数次进入《世界名人录》。

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论文100多篇，

出版专著 10多部（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中，30余项成果是关于国际经济学和国别经济的，

60多篇发表于 SSCI和 SCI杂志上。曾获 ANBAR 电子数据库（涵盖 400

余种国际学术期刊）授予的“最佳论文奖”。多次获得省部级研究奖，包

括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著作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Guanghua Wan, Doctor of Economics. Distinguished second-level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IWEFU) of Fudan

University. He has working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international agencies (United

Nations),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DB) and famous think tanks

(ADBI ranks second among government-funded think tanks in the world). He

was ranked among the top 5% economists globally and top 3% in Asia by

RePEc (IDEAS personal ranking compilation) and was included in Who is

Who in the World several times. He has an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record of

more than 100 professional articles and a dozen boo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millan Press, Sanlian Press,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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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m, more than 30 publications were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national economy, and more than 60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SSCI and SCI journals. He was awarded the "Best Paper" by ANBAR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covering more than 40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He has won many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research awards,

including the "Zhang Peiga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ward."

5.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
Patrick Bond 博士，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系

的杰出教授，他在那里指导社会变革中心。从

2020年到 2021年，他曾在西开普大学政府学

院担任教授，从 2015年到 2019年，他曾在金

山大学威茨治理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杰出教

授。在此之前，从 2004年起，他曾在夸祖鲁-

纳塔尔大学担任高级教授，并指导公民社会中

心。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环境、社

会政策和地缘政治。

Dr. Patrick Bond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here he directs the Centre for Social

Change. He wa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and from 2015 to 2019, he w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Wits School of Governance, Wits University. Before

that, from 2004, he was senior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KwaZulu-N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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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he directed the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economy, environment, social policy, and geopolitics.

6.卢安然（Maria Ana Lugo）
卢安然女士，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中国、

蒙古和韩国人类发展项目负责人，自 2023年

2月起常驻北京。在此之前，她在华盛顿的贫

困与公平项目工作了近 10 年，负责拉丁美洲

和东亚国家的项目。她的专业领域包括贫困

与不平等的衡量与分析、多维贫困与经济流

动性、财政政策与能源改革的分配影响。最

近，卢安然与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了《中国减贫四十年》报告。她还是纽约市立大

学斯通社会经济不平等研究中心的附属学者，以及经济不平等研究学会

（ECINEQ）的理事会成员。玛丽亚-安娜拥有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士学位。

Maria Ana Lugo, Senior Economist and Program Lead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for China, Mongolia, and South Korea, World Bank, based in

Beijing since February 2023. She worked for nearly 10 years at the Poverty

and Equity Project in Washington, DC, where she led projects in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Her areas of expertise includ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mobility, and distributional incidence of fiscal policies and energy

subsidies. Recently, together with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Center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State

Council, she completed the report "Forty Year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http://ccs.ukzn.ac.z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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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e is also an Affiliated Scholar at the Stone Center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t CUNY, and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 (ECINEQ). She holds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a 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7.魏后凯

魏后凯，经济学博士。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发

展学会和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获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城镇化、农业农村发展。

Houkai Wei, Doctor of Economics. He is deputy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member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ffairs Committee. He is the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lso a second-class researcher,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an expert enjoying the State Council's special

subsidies. He is the editor-in-chief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and China

Rural Survey. He also serves as the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Think Tank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hairman of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stonecenter.gc.cuny.edu/people/lugo-maria-ana/&sa=D&sntz=1&usg=AOvVaw1ISZ_wKk0Yay6uDtVMyzs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stonecenter.gc.cuny.edu/&sa=D&sntz=1&usg=AOvVaw1LPDTt4Ji6fjTcj2FA0Ca2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stonecenter.gc.cuny.edu/&sa=D&sntz=1&usg=AOvVaw1LPDTt4Ji6fjTcj2FA0Ca2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www.ecineq.org/&sa=D&sntz=1&usg=AOvVaw0Q_S-63yy5pou9OzrDC5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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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and China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iscipline

Review Group,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entral Agricultural Office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 was awarded the Third National

Award for Innovation and Pioneering, and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eading Talents and Cultural Masters and

"Four Batch" Talent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regional economy,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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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名单 Participants

序 号
Number

姓 名
Name

单 位
Work Unit

邮 箱
Email

邀请代表
Invited
Delegates

1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gaopy@cass.org.cn
Peiyong Ga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justinlin@nsd.pku.edu.cn
Justin Yifu Lin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NSD), Peking

University

3
罗斯高 斯坦福大学

rozelle@stanford.edu
Scott Rozelle Stanford University

4
万广华 复旦大学 guanghuawan@fudan.edu

.cnGuanghua Wan Fudan University

5
帕特里克·邦德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

pbond@uj.ac.za
Patrick Bond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6
卢安然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mlugo1@worldbank.org
Maria Ana Lugo The World Bank’s China Office

7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wei_houkai@263.net
Houkai Wei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8
廖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Fan Liao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SS

9
李 星 宁夏大学

li_x@nxu.edu.cn
Xing Li Ningxia University

10
杜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

dujiang@cass.org.cn
Jiang Du General Office, CASS

11
杨国涛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ygt61@126.com
Guotao 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ngxia University

12 邱树添 宁德社科联 xinwenqs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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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tian Qiu Ningde City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13

陈云英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委委员

Yunying Chen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mb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ttee

序号
Number

姓名
Name

单位
Work Unit

邮箱
Email

期刊代表
Journal
Delegates

1
陈秋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chenqh@cass.org.cn
Qiuhong Che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2
胡 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huyi@cass.org.cn
Yi H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3
王燕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gjswym@sina.com
Yanmei Wang Industrial Economics Institute,

CASS

4
刘维杰 中共中央党校

lwj1911@126.com
Weijie Liu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5
宋 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

songjin@cass.org.cn
Jin Song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stitute, CASS

6

苏保忠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bz@cau.edu.cn
Baozhong S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7

肖亦天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xyt@cau.edu.cn

Yitian Xi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序 号
Number

姓 名
Name

单 位
Work Unit

邮 箱
Email

报名代表
Registered
Delegates

1

阿赫马德·阿凡
迪·马赫福兹

印尼达鲁萨兰大学讲师、IFAAS
英国顾问

affandi@unida.gontor.ac.i
dAkhmad Affandi

Mahfudz

Lecturer, University of
Darussalam, Indonesia, Consultant,

IFAAS UK

2 金斯·瓦尔基 英国圣阿洛伊修斯学院 jinsvark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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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s Varkey St. Aloysius College,
the United Kingdom

3
左承喜 韩国朴正熙发展研究院

jwa4746@naver.com
Jwa Sung-He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ark Chung-hee, Korea

4
莱拉·比约斯 巴西帕拉尼巴联邦大学

leilabijos@gmail.com
Leila Bijos 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íba,

Brazil

5

奥内斯梅·恩扎萨
巴耶祖

印度甘地技术与管理学院

nonesme@gitam.in
Onesme

NZASABAYEZU
Gand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ndia

6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xjzuo@sass.org.cn
Xuejin Zuo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7

臧雷振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zangleizhen@cau.edu.cn
Leizhen Z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8
常馨怡 山西大学

2316050608@qq.com
Xinyi Chang Shanxi University

9

陈 枫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vipercf@163.com
Feng C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0
陈 煌 厦门大学

hchen.econ@xmu.edu.cn
Huang Chen Xiamen University

11
陈秀红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55286975@qq.com
Xiuhong Chen Shando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12

冯 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fh22@nwafu.edu.cn
Hui F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13
盖建泽 中国农业大学

2549464381@qq.com
Jianze Gai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4
高 帅 山西大学 gaoshuai200402@163.co

mShuai Gao Shanxi University

15 耿强艳 青海民族大学 14924830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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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gyan Ge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16
郭劲廷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cdjy0909@163.com
Jinting Guo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17
郭雅娟 山西大学

gyjuan0113@163.com
Yajuan Guo Shanxi University

18
贺立龙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helilong2002@163.com
Lilong He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19

胡 联 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

achulian@163.com
Lian Hu

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Institut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
胡西武 青海民族大学双碳研究院

2827617701@qq.com
Xiwu Hu Double Carbon Research Institute,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1
黄 莉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hailey0923@163.com
Li Huang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22
黄杏子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huangxingzi0607@163.c
omXingzi Hu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23

靳 财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jinc612@outlook.com
Cai J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4
兰 宇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lan1870809@163.com
Yu L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25
李 飞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Tommy.Li@hunau.edu.c
nFei Li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6
李 宁 南京财经大学

lnxueshu@sina.com
Ning Li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7
李新月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2578466344@qq.com
Xinyue Li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28 李欣玥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3509098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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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ue 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9

李泽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S20193122256@cau.edu.
cnZefeng 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0

李志国
重庆工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lizhiguo@ctbu.edu.cn
Zhiguo L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31
刘登辉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318282097@qq.com
Denghui Liu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32
刘 杰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mathliujie@126.com
Jie Li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33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lmt@sass.org.cn
Mingting Luo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34
马俊乐 山东社会科学院

majunle1992@126.com
Junle Ma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35
曲海燕 山东社会科学院

1163612094@qq.com
Haiyan Qu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36

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

究院

yshen@bnu.edu.cn
Yangyang She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37
史 婵 西北大学

shi_chan@yeah.net
Chan Shi Northwest University

38

施海波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

息研究所
shihaibo202109@126.co

m
Haibo Sh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39 石嘉懿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jiayishi02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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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 Shi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40
苏 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ufang@nwu.edu.cn
Fang S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41
谭睿琦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ruiqitan@foxmail.com
Ruiqi Tan College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42

王 恒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cauwh@cau.edu.cn
Heng W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43
王满旺 宁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037257596@qq.com
Manwang W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ngxia University

44
王 琦 黑龙江工程学院

411182671@qq.com
Qi Wang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5
王全忠 安庆师范大学

catzitt@sina.com
Quanzhong Wang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46

王 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重庆市

社会科学院

luyuanba@aliyun.com
Sheng Wang

Research Bureau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7

王兴民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wxminmin1987@hebut.e
du.cnXingmin W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48
王 卓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wangzhuo@scu.edu.cn
Zhuo W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49
夏益国 安徽工业大学

xyg8888163@sina.com
Yiguo Xia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0
肖志芳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958391328@qq.com
Zhifang Xiao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1
谢艺芳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3163504020@qq.com
Yifang Xie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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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2
严凤鸣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21211203000008@haina
nu.edu.cnFengming Y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Hainan

University

53
杨树果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rhwysg@163.com
Shuguo Yang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4
杨淑文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3029937231@qq.com
Shuwen 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5
吕金格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jingelyu86@gmail.com
Jinge Lv College of Management, Hainan

University

56
张华泉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zhanghuaquan@sicau.edu
.cnHuaquan Zh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7
张立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zhanglilong6124@163.co
mLilong Zha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8
张 鹏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zpmx@cqu.edu.cn
Peng Zh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59
张全红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506786624@qq.com
Quanhong Zh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60

赵泽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473906612@qq.com
Zeyu Z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61
郑景露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zzuerzjl@163.com
Jinglu Zh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62

郑 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

yzheng@fudan.edu.cn
Yu Z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63
周欣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dongyingzxy@163.com
Xinyu 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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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周云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zyunbonk@163.com
Yunbo 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65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
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

院

zuo_ting@126.com

Ting Zuo

China Academy of Rural
Vitalizatio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66

滕晨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1076671082@qq.com
Chenguang Te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67
贾 甫 约克大学

fu.jia@york.ac.uk
Fu Jia York University

68
王 瑜 北方民族大学

wangyu78203@126.com
Yu Wang North Minzu University

69
龚勤林 四川大学

gongqinlin@scu.edu.cn
Qinlin Gong Sichuan University

序 号
Number

姓 名
Name

单 位
Work Unit

邮 箱
Email

农发所
人员
Staff

1
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wuguobao@cass.org.cn
Guobao W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2
彭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penghua@cass.org.cn
Hua Pe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3
王 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wangjia@cass.org.cn
Jia W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4
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hubch@cass.org.cn
Bingchuan H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5
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tanxw@cass.org.cn
Xuewen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6
杨 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yangsui@cass.org.cn
Sui Y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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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谭清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tanqx@cass.org.cn
Qingxiang T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8
于元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yuyh93@126.com
Yuanhe Yu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9
刘如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liuruyu123@yeah.net
Ruyu Liu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
顾冬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uc_0807@126.com
Dongdong Gu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1
何向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309184304@qq.com
Xiangyu 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2
陶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taoyanping@ucass.edu.cn
Yanping Tao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3
欧阳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84249208@qq.com
Xin Ouy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4
刘梦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liutingsherry@163.com
Mengting Liu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5
左 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685908094@qq.com
Qian Zuo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6
任玉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792063332@qq.com
Yuhan Re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7
慕天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mtianyuan1997@163.co
mTianyuan Mu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8
赵小漫 浙江大学

zhaoxm9@zju.edu.cn
Xiaoman Zhao Zhejiang University

http://tanqx@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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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Attachment
序 号
Number

8月 17日调研组名单
August 17th Research Group List

1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Justin Yifu Lin, Professor and Honorary Dean,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Peking University

2
陈云英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委委员

Yunying Chen,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mb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ttee

3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Houkai Wei, Professor and Directo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4
万广华 复旦大学特聘二级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Guanghua Wa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5
邱树添 福建宁德市社科联主席

Shutian Qiu, Chairman, Social Science Federation of Ningde City, Fujian
Province

6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Xuejin Zuo, Research Fellow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7

吴国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

题研究中心主任

Guobao Wu, Professo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 CASS, Director of
Poverty Research Center, CASS

8
周云波 南开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教授

Yunbo Zho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9
郑祥江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Xiangjiang Zheng, Professor,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
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Yangyang Sh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1
贾 甫 英国约克大学教授

Fu (Jeff) Jia,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York,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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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Number

8月 17日调研组名单
August 17th Research Group List

12
帕特里克·邦德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荣誉社会学教授

Patrick Bo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13
卢安然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Maria Ana Lugo, World Bank Lead Economist, Program Lead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for China, Mongolia and Korea

14
左承喜 韩国朴正熙发展研究院院长

Sung-Hee JWA, President of the Park Jung-he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outh Korea

15

阿赫迈德·阿凡迪·马赫福兹 印尼达鲁萨兰贡托大学讲师、IFAAS英国顾

问

Akhmad Affandi Mahfudz, Lecturer, University of Darussalam Gontor
Indonesia, Consultant, IFAAS UK

16
金斯·瓦尔基 印度圣阿洛伊修斯学院助理教授

Jins Varkey, Assistant Professor, St. Aloysius College, India

17
奥内斯梅·恩扎萨巴耶祖 印度甘地技术和管理学院

Onesme NZASABAYEZU, Gand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GITAM)

18
杨国涛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Guotao Yang, Professor and De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ngxia University

19
檀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Xuewen Tan, Professo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20
左 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Qian Zuo,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1
陶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Yanpin Tao,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2
刘梦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MengTing Liu,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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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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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组 织

主办单位：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宁夏大学

承办单位：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

支持期刊：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农史 》

《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世界农业》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农业技术经济》

《农业现代化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改革》

《经济评论》《重庆社会科学》《新疆农垦经济》

平台支持：

头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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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简 介

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

局之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没有农业

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吸收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的经验

教训。

以资政、佐业、富民为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

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发起了征文主题为“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

探索”的征文活动，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定

于 2023年 8月 16日-20日在宁夏银川举行，此次会议由宁夏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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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架 日 程

日 期 时 间 主要内容 地 点

8月 16日
（星期三）

08:30-20:00 国际代表报到 铂瑞酒店、假日酒店

8月 17日
（星期四）

08:30-20:00 国内代表报到 铂瑞酒店、假日酒店

18:00-19:30 晚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8月 18日
（星期五）

07:00-08:00 早 餐（凭票自助餐） 入住酒店提供早餐

08:30-12:00 “反贫困理论创新”

国际研讨会大会
铂瑞酒店黄河厅

12:00-13:30 午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4:00-17:00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大会

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铂瑞酒店黄河厅

17:00-17:30 会员代表大会 铂瑞酒店黄河厅

18:00-19:30 晚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9:30-21:00 期刊对话会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3

8月 19日
（星期六）

07:00-08:00 早 餐（凭票自助餐） 入住酒店提供早餐

08:30-11:30 2023年会

平行论坛

宁夏大学

文荟楼

12:00-13:30 午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14:00-18:00 实地调研 闽宁镇

8月 20日
（星期天）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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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8月 16日（星期三）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08:30-20:00 国际代表报到
铂瑞酒店

假日酒店

8月 17日（星期四）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08:30-20:00 国内代表报到
铂瑞酒店

假日酒店

18:00-19:30 晚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8月 18日（星期五）上午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08:30-12:00 “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大会
铂瑞酒店

黄河厅

12:00-13:30 午 餐（凭票自助餐）
铂瑞酒店

多功能厅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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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大会开幕式、主旨报告、会员代表大会（14:00-17:30） 地 点：铂瑞酒店一层黄河厅

时 间 发言嘉宾 职 务 发言主题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杨国涛（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领导致辞

14:00-14:30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苑 鹏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 研究员

黄 河 宁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14:30-15:00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国务院参事
粮食安全观的国际启示

15:00-15:30 孙东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对

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5:30-16:00 傅国华 海南大学教授
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存在若

干问题的再思考

16:00-16:30 贾 甫 英国约克大学教授 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管理

16:30-17:00 于爱芝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乡村振兴研究基地主任

中非农业贸易合作的趋势、

制约与合作创新——以油

料产业为例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年会员代表大会

主持人：吕杰（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17:00-17:10
2023年研究会工作报告

胡冰川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17:10-17:20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曾寅初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监事长

17:20-17:30
2024年会议承办方发言

颜廷武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会场负责人：东 梅 （1390959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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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星期五）晚上

期刊对话会（19:30-21:00）
地 点：铂瑞酒店多功能厅 3 方 式：自由参加，自由讨论

主持人 仇娟东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加人

刘维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陈秋红

胡 祎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贾 彬 《世界农业》

宫京成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彭 爽 《经济评论》

宋 锦 《China &World Economy》

苏保忠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联系人:李昕昱（18717658888） 杨佳悦（18509531379）

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地点：宁夏大学文荟楼 平行论坛会场分布

分会场 地 点

平行论坛一 文荟楼 203

平行论坛二 文荟楼 205

平行论坛三 文荟楼 207

平行论坛四 文荟楼 209

平行论坛五 文荟楼 210

平行论坛六 文荟楼 211

平行论坛七 文荟楼 212

平行论坛八 文荟楼 214

平行论坛九 文荟楼 222

平行论坛十 文荟楼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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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03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一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王兴国

评论人：杨韶艳

评论人：王怀豫

孙 林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价格加成的

影响-来自中国食品企业的证据

李天祥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副教授

WTO“黄箱”支持补贴及其政策空间：

测算方式、争议焦点与改进方向

周 超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背景下我国农业

产业链的外汇风险暴露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刘晓萍 安徽农业大学讲师
赓续农耕文明 建设农业强国——基

于农学典籍视角的强国之路

唐艺婧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发展对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王兴国：山东社科院教授

杨韶艳：宁夏大学教授

王怀豫：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联系人：罗静怡

电 话：1987307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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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05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二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蔡颖萍

评论人：靖 飞

评论人：张瑞娟

梁亚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

生

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

系研究——基于Meta分析

袁 鹏 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

县域农田宜机化水平如何影响农机

户农机服务供给——基于全国 10
省 4065份农机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 硕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

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

究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期脱贫户贫

困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分析——基于

川中丘区三县 926户数据的验证

严西南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硕

士研究生

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及改革对小麦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耿强艳
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

究生

青海省生态性空间贫困陷阱测度及

障碍因子研究

马照明
西南大学西南大学商

贸学院

中国农村的金融集聚与能源贫困倒

U型关系实证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蔡颖萍：湖州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靖 飞：渤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张瑞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联系人：虎亚观

电 话：176129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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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07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三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章晓英

评论人：王荣党

评论人：樊新刚

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城乡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

“定居扎根”还是“短期停留”：基

于教育准入视角的市民化决策

彭长生
安庆师范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授

农村劳动力流动一定会导致“趋粮化”
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村庄数据的实证研究

黄云凌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

院讲师

居住选择、社区能力与农民工城市融

入研究

肖 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应用经济学院博

士研究生

亲子同住真的会让农村老年人更幸

福吗？——来自全国十省调查数据

的证据

范璐杰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农保、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人力资

本投资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章晓英：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荣党：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院长

樊新刚：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联系人：赵 昊

电 话：1801635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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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09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四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朱满德

评论人：钟 钰

评论人：张宗毅

陈 苏
江西财经大学副

教授

化肥减量替代：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农

户绿肥种植偏好

白子明

东北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博士

研究生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碳排放强度的影

响—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的实

证检验

柴朝卿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博士研究生

China can achieve agricultural carbon
neutrality nearly 20 years earlier
detected by integrating new assessing
framework and multi-scenario deep
learning models

安彦文
云南财经大学博

士研究生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四川省相对贫

困水平测度和空间差异分析

马蓉辉

宁夏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硕士研究

生

数字素养、感知价值与茶农多阶段商

品有机肥采纳影响研究——基于

Triple-Hurdle 模型的实证分析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朱满德：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钟 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宗毅：江苏大学教授

联系人：牛娜娜

电 话：18295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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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10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五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张永强

评论人：李凤荣

评论人：贾 磊

曹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的

经验与启示

覃梦妮
广西财经学院副

教授

日本农村振兴的新内生发展逻辑与

实践探索—以仙台市伊豆沼农产为

例

白素香
湖州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讲师

日本京都府立农业大学校在城乡人

力资本流动中的经验与启示

丘棫清

南京林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硕士

研究生

法人农业：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农业强

国路径

景 露

宁夏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硕士研究

生

RCEP对中国农产品经贸影响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张永强：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李凤荣：陕西理工大学教授

贾 磊：上海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联系人：邓海洋

电 话：1513370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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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11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六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唐德祥

评论人：余海鹏

评论人：徐小俊

刘学武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副研究员

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内涵、实践逻辑与

创新路径

周 洲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思路及对策研

究：基于浙江湖州的实践及启示

黄 曼
江苏大学博士研究

生

城乡要素共生及其对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的影响：基于多案例分析

马俊凯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

和物资学院博士研

究生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影响地方政府

粮食安全治理了吗

张格格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农业科

技国际合作的典型模式及对宁夏的

启示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唐德祥：重庆理工大学教授、副院长

余海鹏：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徐小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联系人：佘德劲

电 话：17681271542



— 68 —

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12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七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罗剑朝

评论人：杨树果

评论人：孙 芳

李晓阳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

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重庆畜牧科学院战略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

荣昌猪的前世今生与粮食安全

崔力航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研究的趋势、

热点与前沿研究

丁秀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同群效应、社会信任与农户节水

灌溉技术采纳行为

李 宁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

生

过去生产亲环境行为驱动农村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组态

效应研究

奚卉彤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奶牛养殖业绿色转型：理论

本质、现实特征与影响因素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罗剑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杨树果：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

孙 芳：河北北方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联系人：李广顺

电 话：1663808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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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14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八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栾敬东

评论人：罗明忠

评论人：窦学诚

陈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

治学所副研究员
农业强国与中国农政变革

杨东霞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

部学院农业农村法

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完善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

思考

罗浩轩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

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基于福特主义

在全球扩散的考察

杨国涛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

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分层及流

动性研究

王德平

西南科技大学 副

教授、发展规划与

改革处处长

四川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展与路径

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

栾敬东：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窦学诚：甘肃农业大学教授

联系人：高 月

电 话：177950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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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22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九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朱红根

评论人：刘 刚

评论人：武舜臣

金 佳
安徽农业大学研究

生

电商采纳对家庭农场生产效率的影

响

李瑞宁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技能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影响

李园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研究生

环境约束下中国保护性农业生态效

率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夏 恋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研究生

网购对中国居民家庭食物囤积行为

的影响研究

查建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生

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的时空分

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朱红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刘 刚：天津农学院教授、系主任

武舜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联系人：李昕昱

电 话：187176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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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平行论坛（09:00-11:30） 文荟楼 224

组内时间安排由各组主持人确定。建议报告人报告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评论人对

每个报告评论不超过 5分钟，可逐一评论，也可每小节结束后集中评论。

平行论坛十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题 目

09:00-11:30

主持人：王 锐

评论人：热孜燕·瓦卡斯

评论人：胡凌啸

许俊伟
安徽财经大学讲师、

法硕中心副主任

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农民集体

发展权刍议

温啸宇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

部学院农业农村法

治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

集体农庄制度变迁及其对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

启示

王满旺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研究生

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以隆德县李士村为例

高 歌

安徽大学中国乡村

振兴研究院博士研

究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导

致反公地悲剧吗？

杨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博士生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同

发展效应分析

谷华菩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

集体经济增收——基于欠发

达地区 467 个行政村的实证

研究

自由发言

主持人与评论人：

王 锐：武汉轻工大学教授、副院长

热孜燕·瓦卡斯：新疆农业大学教授

胡凌啸：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联系人：李文星

电 话：1569933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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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考察闽宁镇行程安排

序 号 行 程 参观时间 负责人

1

镇史馆：

全面了解闽宁镇异地搬迁及闽宁对口帮

扶成果，感知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

蜕变历程。

（集中在镇史馆门口合影留念）

2023年 8月
19日下午

14:00-15:00

高桂英

（18609503068）
王琳瑛

（13519581238）

2

禾美电商扶贫车间：

一个集生产、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就

业服务、电商创业孵化、技能培训于一体

的电商扶贫示范基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移民地“留守妇女”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致富等问题。

2023年 8月
19日下午

15:30-16:30

3

立兰酒庄：

取名立足于贺兰山，立志于贺兰山，坐落

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区核心地带。

“览翠”是立兰酒庄系列葡萄酒品牌。积

极带动闽宁镇移民就业。

2023年 8月
19日下午

17:00-18:00

★2023年 8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13:00酒店门口集合出发赴永宁县闽宁镇。

★温馨提示：请大家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自备遮阳工具、防暑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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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人介绍

1.何秀荣

何秀荣，中国农业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参事、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农业经济教学、

科研和政策咨询工作，先后主持 18项国际合作课

题和 70余项国内课题；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项成

果获省部级奖励。曾任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

成员、国务院学位办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经济管

理类专业委员、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

系（CALIS）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楚天

学者”讲座教授等。现兼任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央统

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农业组成员，曾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

会长、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及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客

座教授。

2.孙东升

孙东升，农业经济管理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兼任中国国

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农产品贸易、

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等研究，发表学术论 100多篇，

出版学术著作 4部。对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的研究直

接服务于我国向 WTO 的通报工作；曾参加我国加

入世贸组织代表团农业谈判专家组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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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国华

傅国华，管理学博士。海南大学二级教授、工商

管理博士点负责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天然橡胶产

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首席科学家。曾任华南

热带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海

南大学副校长。海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第四届、

第五届人大常委，财经委员儋州市第九届人大常

委、第十届人大副主任，曾挂职琼山市副市长。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农

业经济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海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海南大学第三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10余项，获省部级奖

励及荣誉称号 10多次，2002年和 1998年两度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

年教师奖”。

4.贾 甫

贾甫，英国约克大学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商业、自

然与价值研究中心主任，约克大学前沿学科——可

持续运营管理的学术带头人，欧洲运营管理学会执

委会执行委员。目前担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IJOPM）

（ ABS 4 ）、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JPSM）和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3 本国际 TOP 期

刊的副主编，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IMM）编委会成员。在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JOM）（UTD 24）、IJOPM（AB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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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Research Part A（TRA）（ABS 3）、Transport Research Part E（TRE）

（ABS 3）、Food Policy（FP）（ABS 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BSE）（ABS 3）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90篇，撰写英文专著 6部，

他引总数达到 2000余次，H-指数 26。主持了多项跨国供应链管理研究项

目，并为国际众多知名公司如雀巢，可口可乐和利乐公司提供咨询。

5.于爱芝

于爱芝，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基地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经济岗科学家、农业农村

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禽肉与禽蛋）

首席专家、农业国际合作政策咨询专家。主要研

究领域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农产品价格与市场运

行、农业政策评估、农业对外投资与农产品国际

贸易。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各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与乡村振兴创新试验项目各 1项、农业农村部国际

合作司包括“中国-非洲农业合作”“中国-拉美农业合作”“中国-太平洋

岛国合作”“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政策创设”等技术支撑项目 10余项以及国

家乡村振兴局“乡村治理试点示范项目”等 3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研究成果获海南省、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多次得到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等领导的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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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和承办单位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农发所”）是 1978年由

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准成立的，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成立后新建的第一批研究所之一，1985年之前为农业经济研究所。农发

所下设 11个研究室、1个期刊编辑部（杂志社）、2个职能部门，依托成

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4个非实体研究中心，挂靠管理

4个国家级学会，设有“农村发展经济学”优势学科和“农业现代化”“贫

困与福祉研究”两个重点学科，另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村发展系、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农发所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詹武、王贵宸、陈吉元、

张晓山、李周曾先后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建立起来并在民政部登

记的国家一级学会，是专门从事国外农业经济和政策研究和项目合作的社

团法人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是非营利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由从事国

外农业经济研究、教学和相关实际工作的人员自愿结成。本会以推动我国

国外农业经济的研究与交流以及国际农业经济、贸易与合作为宗旨。目标

使命是开展学术活动，推进学术交流，团结全体会员，为农业现代化建设

服务。研究会自从成立以来，主要工作领域包括以下 8个方面：（1）组织

和推动会员对全球范围的重大农业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2）介

绍国内外有关发展动态和开展有关信息交流；（3）推进与国际学术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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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组织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组织与国外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4）

承接国内外开发项目的论证和国内外农业经济课题的研究；（5）推动和组

织评选优秀研究成果；（6）开展培训和咨询服务；（7）编辑出版有关国外

农业经济问题的书刊和资料；（8）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国际农业经济的重

大问题以及提出对策性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6年 2月，系中国社

会科学院院属非实体机构。过去近 20年，中心在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

扶贫方式试验和创新、扶贫人才培养、扶贫政策和项目咨询、评估等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不少荣誉，赢得了学术界、政府相关部门和社

会的认可和信任。尤其是在引进、试验和推动小额信贷扶贫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和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近期

的重点工作主要是学术研究和交流、政策评估和咨询、人才教育和培训。

中心将依托中国社科院相关研究所（院）的研究团队和研究网络，紧密关

注和积极参与国家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以目前承担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和扶贫蓝皮书为基础，继续开展中国减贫经验的

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继续关注并开展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关的重大

政策、行动和计划的评估，为完善国家扶贫政策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根据

需要为国家和地方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以研究生教育为基础，积极参与减

贫理论和中国扶贫经验的教育和培训。中心将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积极加

强与国内外扶贫研究和实践机构与人员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进我国减贫

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新的进步。

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是教育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合建高校，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宁夏大学始建于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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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校现有“化学工程与技术”1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化学

工程与技术”和“民族学”2个部区合建优势特色学科群，“草业科学”1

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史”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现有

84个本科专业，其中 28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 18

个自治区重点学科，8个“十三五”自治区优势特色学科、8个“十三五”

自治区重点学科，16个自治区一流建设学科。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9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师资队伍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5

人、讲座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1 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3人、青年拔尖人才 2人。“十三五”以来，

学校先后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266余项，科研经费总量达到 15.01

亿元；获各类科研奖励成果 531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 51项（其中一等奖 4项、二等奖 18项）、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 354篇，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项，入选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 2项，宁夏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2项，宁夏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 119项。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办学历史始于 1980年。设有经济学、工商管

理、会计学、农林经济管理 4个系。现有本科生 1400余人、硕士研究生

700余人、博士生 20余人、国际生 50余人，在校生规模 2200余人；教

职工 117人，其中，专职教师 107 人，教授 30人、副教授 41人，博士

44人、在读博士 1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员 2人，自治区

“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人才托举工程 6人，自治区教学名师 1

人。现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理论经济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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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 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工商管理硕士

（MBA）和会计硕士（MPAcc）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经济学、金

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7个本科

专业；有经济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 4个辅修本科专业。2001

年，获批区域经济学自治区重点学科；2014年，获批会计学自治区特色

优势专业；2015年，获批农林经济管理宁夏大学重点学科；2016年，获

批开放战略与区域经济自治区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

获批理论经济学自治区西部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市场营销宁夏大学西部一

流专业培育项目；2018年，获批经济学自治区级产教融合示范专业建设

项目；2019年，获批经济学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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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交通

一、会议交通

本次研讨会不安排接站服务，请参会代表自行选择公共交通与会。

（一）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

前台电话：0951-6871888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大街 222号

1. 银川河东机场 →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

（1）高铁 + 出租车

①乘坐高铁（河东机场—银川站）到银川

站，票价约 11-13元，时长约 18分钟。

②乘坐出租车从银川站东广场前往银川国

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距离约 5 公里，票

价约 13元，时长约 15分钟。

（2）机场

大巴 + 出租车

①乘坐机场巴士 2号线（河东机场—悦海

新天地）到悦海新天地，票价 20元，时长

约 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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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乘坐出租车从悦海新天地前往银川国

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距离约 4公里，票

价约 12元，时长约 8分钟。

（3）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约 40公里，票价约 100元，时长

约 43分钟。

2. 银川站 →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

（1）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约 5公里，票价约 13元，

时长约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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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交车

步行 1.3 公里至火车西站公交站，乘坐

52路（银川市民大厅方向）公交车到清

水大街景观水道站，步行 467米，到银

川国际交流中心铂瑞酒店，距离约 12

公里，票价 2元，时长约 100分钟。

（二）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

前台电话：0951-5675666

地址：宁夏银川金凤区亲水大街清水湾幸福枫景花园 17号楼

1. 银川河东机场 → 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

（1）高铁 + 出租车

①乘坐高铁（河东机场—银川站）到银川

站，票价约 11-13元，时长约 18分钟。

②乘坐出租车从银川站东广场前往银川

中心智选假日酒店，距离约 4公里，票价

约 12元，时长约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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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场大巴 + 出租车

①乘坐机场巴士 2 号线（河东机场—悦

海新天地）到悦海新天地，票价 20元，

时长约 50分钟。

②乘坐出租车从悦海新天地前往银川

中心智选假日酒店，距离约 6公里，票

价约 15元，时长约 11分钟。

（3）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约 40公里，

票价约 100元，时长约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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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银川站 → 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

（1）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约 4公里，票价约 12元，

时长约 10分钟。

（2）

公交车

步行 1.3公里至火车西站公交站，乘坐

107路（海宝东路公交首末站方向）公

交车至银川市第九中学站，步行 234

米，到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距离

约 4公里，票价 2元，时长约 30分钟。

或步行 1.5公里至贺兰山路通达街口站，

乘坐 49路（海宝东路公交首末站方向）

公交车至银川市第九中学站，步行 234

米，到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距离约

4公里，票价 2元，时长约 30分钟。

二、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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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如需外出，请您带好雨具。

8月 16日 多云 19℃～30℃

8月 17日 多云转阴 23℃～31℃

8月 18日 阴 23℃～31℃

8月 19日 中雨转阴 18℃～30℃

8月 20日 多云转晴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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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1. 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请您关注大会作息时间和各项规定。

2. 参会期间参会代表请携带参会证出入会场。

3. 请您携带当日餐券按照会议安排就餐。

4. 烦请您根据大会安排参加学术活动。

5. 会议期间，未经大会同意，请您不要在酒店、会场召开新闻发布会，

散发图书资料或者推销产品。

6. 会议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者置于静音状态。

7. 请您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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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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