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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在分析国际权威刊物《农业经济学》近两个年度的热点论文和近两届国际农业经济

年会论 文的基础上
,

结合 国内农业经济管理专家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
,

提 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的重点资助方向与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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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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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农业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已经由

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

在目前主流的国际农业

经济管理学术期刊 《A l l l e ir ea n

ouJ m al of A护 cu lut alr E
-

e on o而 e s》
、

《A igr
e u l tu o l E e o on m ie s》上

,

研究对象多为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农业经济管理问题
,

如国际化
、

自

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
、

发展中国家的

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等
。

农业经济管理的许多问题

在发达国家已经研究得相当成熟
,

不是国家与学者

关注的主要问题
。

而发展 中国家则相反
,

它们大多

数为农业国家
,

存在大量的农业经济管理问题需要

研究和解决
,

但由于本身缺少研究人员和必要 的财

力
,

因此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承担起了研究发展中

国家农业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

这些身处发达国家

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往往从自身或本国的利益和价

值观出发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
,

提供的对

策建议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反而对发展中国家与

地区的农业发展有负面影响
。

因此
,

从国家利益出

发
,

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 自己的研究队伍和基地

来深入研究农业经济管理问题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

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

农业
、

农村
、

农民

一直是政府管理部门
、

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

三农
”

问题
,

在每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都反复提到
“

三农
”

问题 [ ’ 】
。

中国有一支庞大

的农业经济管理研究队伍
,

不少实际问题也已 引起

国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

如粮食安全
、

农村资源保护

等
,

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
、

基金会等组织给中国

学者以一定的资助
,

帮助收集数据
,

提供案例
,

开展

国际合作研究
。

由于政府重视
、

存在众多的现实管

理问题
、

国际国内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均有强烈的

需求
,

中国学者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

如何在多变的热点切换中抓住机会
,

瞄

准国际前沿领域
,

开展扎实和规范的研究工作
,

为解

决我国的
“

三农
”

问题
,

为争取多出有国际影响的
、

领

先的研究成果
,

是 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今后要实

现的主要目标
。

下面从国际研究热点的分析 出发
,

结合我国国

情和针对今后可能的趋势
,

提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在农业经济管理

领域今后应该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
。

1 国际研究热点分析

国际研究热点的分析数据有两个来源
,

一 为本

领域权威学术期刊《 Ag r ic u
lut alr cE on ~ cs 》2 拟̀〕

、

2仪〕l

年度的 10 篇被高频率检索的论文 (毛甲 10 er q ue st de

pap e sr ) ;二为 2。以〕
、

2仪〕3 年召开的第 24 和第 25 届农

业经济学家大会上所反馈的信息
。

权威期刊的论文

反映了学科的主要学术方向
,

检索论文频率高
,

说明

该论文反映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

具有代表性
。

3 年一次的农业经济管理学者的国际盛会
,

则更能

充分反映当前研究热点与今后的研究趋势
。

另外
,

本文作者还作了问卷调查
,

征求国内农业

本文于 2以又 年 3 月 5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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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者关于国际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今

后需要重点扶持的领域意见
。

1
.

1 《匆州 c lu 抚 rI la D co n o
而 CS)) 的热点论文分析

《 Ahg
e u l t u耐 E e o n

om i e s》 200
1
、

2仪刃 年度的 TPO
ro Re qu se tde p a伴。 涉及 20 篇论文

,

其中 200 1 年度

的第 2
、

3
、

东 9 号 4 篇论文在 2以刃 年中也出现
,

分别

排在第 L S
、

9
、

4
,

说明这 4 篇论文所研究的内容被大

家关注的程度很高
,

且被连续关注
,

这些主题是当前

的主要热点问题
。

《 A『 ic ul ut alr cE
~

ics 》 的 10 篇

索要频率最高的论文情况可参看 h ttP
:

刀~
.

els ve i
-

e r
.

c o n似
/

h O l l l e P ag e / s ae / e c o

~ lr d j/ ae
一

介a m e
.

h lnt
。

上述 2 个年度的热点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研究领域
:

( l) 国际化
、

经济 自由化
、

农业产业化对发展中

国家农户收人
、

资源环境保护的影响
,

有 4 篇关于此

领域的论文
。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源保护
,

如耕地
、

水资源的保护等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

之一 ;全球化与经济 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

的影响如英国 U n iv二 ivt of oY kr 的学者 Ed w an l B
.

B
abr le r 以加纳

、

墨西哥为案例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

自由化
、

全球化
、

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区域资源退化的

影响
,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对提高出口竞争力是

有益的
,

但改革政策也带来了森林
、

耕地资源的退化

从而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

( 2) &R D 活动与农业发展
,

有 3 篇论文与此专

题相关
。

研究农业技术使用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及农

户采用农业技术的行为与性别研究
、

农业方面 的

R&。 投人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影响
,

如 iM hc i
-

卿 S tat e U n ivesr
iyt 的 M卿 i s h K

.

M a er d ia 和世界银行

农业发展部的 Deer k Bye ler
e
的合作研究

,

以小麦为

案例
,

结果表明国际系统的农业 R& D 技术溢出有利

于发展中国家的小麦种植
。

( 3) 粮食安全与食物政策
,

此领域有 4 篇论文
。

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 口的食物供给安全与发

达国家的食品质量安全
,

各国农产品贸易中的非经

济因素如标准
、

技术
、

环境等对农业生产经营及产业

结构调整的影响
。

( 4 )其他主题如农业公共政策
、

农户收人分配与

增长
、

农场管理等均有 1一2 篇论文
。

从《A igr cu h u m l

E co
n

丽cs 》的热点论文反映出
,

发达国家的学者成为

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主体
,

目前国际农业经济

学术界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
,

特别是全

球化
、

经济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以及农业生产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
。

1
.

2 I A AE 第 24
、

25 届年会的论文

2X( X) 年 8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 24 届和 2X() 3

年 8 月在南非德班召开 的第 25 届世界农业经济学

家 协会 ( I n et
arnt

i o n o l A s s
oc i at io n o f Ahg

e u l t u ar l E
-

c

~
is st

,

认 A E )分别收到 13 7 篇和 巧 5 篇论文
。

这

29 2 篇论文在各个研究领域的数量分布如图 1所

示仁2 〕
。

研究领域

贫困与减贫战略

自然资浏:与环境竹理

农业发展与政策

农业技术与效率

贸易与市场

食品质最安个 与供给安个

农村发展 问题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 )

图 1 第 熟 届和第 25 雇
「

IA A E 大会论文的研究领域及其变化

从两届大会的论文和发言情况反映出
,

有关 自

然资源环境
、

贸易与市场等主题是近年来国际学术

界优先关注的领域 ;关于农业 (粮食 )政策与生产反

应及农场 (规模 )结构与效率是农业发展政策领域的

重点研究方向 ;贫困及其相关问题已 日益成为国际

农业经济管理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粮食安全已

经从食品供给安全的研究转向质量安全与支付意愿

方面的研究 ;劳动就业和收人问题已成为农村发展

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内容 ;而农业技术与效率的研究

成果呈现减少的态势
。

从两届大会的论文数量与质量
、

研究问题的深

度反映出
,

美
、

德
、

英等国学者在国际农业经济管理

学科具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和学术影响
,

而发展中国

家的总体学术研究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

距
。

除美国外
,

其他国家的研究各有侧重
,

如德国学

者关注农业发展与政策
、

贸易与市场等问题
,

荷兰学

者特别关注农业技术效率问题等
。

欧美学者主导 了

农业经济管理的所有研究问题
。

中国农业经济管理

学术研究的成果与农业大国地位不相称
。

研究方法的创新能够有效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

性和国际影响力
,

各国学者所提交的论文突破了以

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方法
,

广泛采用 以现代数理经

济学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量经济模型与分析方

法
,

十分重视实证和案例研究
。

并且研究方法讲究

多样化
,

如用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于均衡理论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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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均衡理论构建较大规模的农业政策与贸易分析模

型
,

基于优化理论的农业微观反应与决策模型用于

农场生产消费的优化决策及经济福利问题像 oH us
e -

ho ld M ed el
、

E
一

v M ed el 等
,

同时不断对传统计量经济

学模型开拓新的应用领域或进行必要的修正
。

1
.

3 国内学者对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的看法

作者设计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对农业经济管理研

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问题的看法
。

调查对象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承担者和著名的农业经济管理专

家
,

问卷发 出 55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24 人
。

对问卷进行统计归纳后 可以看出
,

W T ( ) 贸易自

由化所带来的农业经济问题
、

资源环境退化与农业

可持续发展
、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及其政策是国际热

点问题 ;三农问题
、

农业资源环境
、

粮食安全与食物

质量
、

W T ( ) 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农业经济问题则是

国内的热点问题
。

经济学前沿理论在农业经济问题

中的应用研究
、

资源环境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

农

产品贸易与竞争力等是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
。

当前

国内研究比较成熟的分支领域是农业技术经济
、

农

村劳动力
、

土地管理
、

农业产业化与结构调整
。

当前

国内急需支持或扶植的分支领域为农产品贸易与物

流管理
、

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农业政策

分析与模型定量研究
。

从国内专家的问卷调查统计也发现
,

国内学者

认为国际热点不全属于前沿理论问题
,

国内研究热

点也不全是前沿理论问题
。

有些理论前沿是急需扶

植和重点资助的
,

包括有些并不针对具体的研究对

象
,

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展研究
,

如农业政策分析

与模型定量研究也应列为当前急需鼓励与扶植的领

域
。

2 自然科学基金会今后资助重点领域设想

目前
,

农业经济管理研究面临新的形势
,

我国克

服短缺经济后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

场转变
,

农产品竞争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
,

农业

进人了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新阶段
。

由于生物

技术
、

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渗透与应用
,

产生了许

多新问题
,

如转基因农作物对农产品贸易
、

种植结构

的影响
,

农村信息化与农产品加工流程的扁平化等

等
。

农业不仅包括传统农业本身
,

还应包括整个的

食品供应链和投资部门
,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以狭义的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政策的局限性
,

转而越

来越关心农业对不同于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生产的其

他范围所能产生的影 响
。

因此
,

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的范围已经大为拓展
。

自然科学基金会长期资助农业经济管理的基础

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
,

近 5 年来资助 了 1个优

秀群体
、

2 项重点项 目
、

3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

88 项面上项 目
,

累计资助金额超过 1500 万

元
,

平均每年 300 万元以上
。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

管理科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中资助项 目相对较多
、

产生较大影响
、

取得较多成果
、

某些研究方向处于国

际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

基金项 目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 ( l) 粮食与

食物安全
,

包括生产
、

供给
、

消费
、

供需风险等方面 ;

( 2) 农业产业化研究 ; ( 3) 农户
、

小农场研究 ; ( 4) 农业

制度研究 ; ( 5) 农业 11&l ) 与科技推广体系 ; ( 6) W or

与农产品贸易 ; ( 7) 农业可持续发展 ; ( 8) 农业投资与

公共物品管理
。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现为加人 W TO 后 的农产品贸易与贸易壁垒因素

分析
、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保护

等
,

与国际前沿的研究热点存在一定的差别
。

作者认为
,

中国学者在跟踪国际前沿的基础上
,

更要关注和结合国情
,

利用中国是农业发展大国
、

具

有丰富的研究素材 的优势
,

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
,

经

过几年的努力
,

争取培养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

和研究团队
,

在推动学科整体发展的同时
,

在某些研

究方向占领制高点
,

并努力形成一
、

二个国际上有影

响的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中心
,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

也

是与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地位相称的
。

为此
,

作者认为今后 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该继续

增加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资助
,

同时对下列研究

方向进行重点资助队
4 , :

( l) W 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

影响
,

包括对国家农业宏观层面
、

各个农产品
、

个体

农户等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

这既是国际研究的前沿

与热点问题
,

也是实践中所迫切需要 回答的问题
,

各

国学者都在研究农产品贸易国际化以及由此带来的

影响
。

( 2) 转基因食物政策研究
。

此领域也是 国际关

注热点
,

我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属同步研究
,

且在转基

因棉花方向已经有很好的前期基础
,

有可能产生有

国际影响的成果
。

( 3) 农业政策分析与模型定量研究
。

此方向国

内学者的基础相对薄弱
,

也是中国的研究成果难以

国际化的制约因素之一
。

基金今后要加大对定量

化
、

多元化方法论研究的资助
,

使中国学者的研究方

法尽早规范化
,

有利于与国际 同行进行高效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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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

(4) 可持续农业
、

农业多功能性研究
。

该方向是

各国政府制定农业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
。

农业不仅

仅是农业
,

还具有资源
、

环境
、

生态
、

景观
、

社会安定

等方面的功能与影响
,

因此要跳出农业看农业
,

从大

农业的视野研究农业经济管理问题
。

( 5) 农业公共产品提供和政府公共管理在农村

中的作用研究
。

政府不仅具有宏观调控和管理的功

能
,

它还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

在各国的农业

发展战略中
,

政府的作用相当明显
,

坎昆农业谈判不

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国对农业的补贴持不同

的意见
。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
,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

品和财政支持将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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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加籍华人学者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感谢

20 世纪 so 年代初
,

经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

推荐
,

加籍华人学者白秀亭教授受聘到北京清华大

学任教
。

他多年从事高功率脉冲技术的研究
,

在清

华大学任教期间
,

他的此项研究工作获得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
。

作为该项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

果
,

他与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学者合作
,

用英文编写了
“

高功率脉冲导论
”

( 玩t找 xl u c tion ot H ihg (P )w e r
uP l s e

及
e
恤

。 10留 )一书
。

现在
,

该书已被 IE E E lE ec itr
c al I l l s t l l iat on M aga

-

iz en 列为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先进系列丛书
,

而且还

被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以及 eT axs
-

L u l〕 l脱k 大学作为教科书使用
。

白教授念念不忘曾得到过的资助
,

在此书的前

言中
,

他写到
: “

作为本书的一位作者
,

我对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的资助深表感谢 !
” 。

白秀亭教授早期毕业于台湾大学
,

长期从事教

学和研究工作
。

目前虽 已年迈退休在加拿大多伦

多
,

但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

仍孜孜不倦地

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工
`

作
,

他向前去探望他的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人员表示
,

他将
“

生命不息
,

工

作不止
” 。

(老干部处 刘玺书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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