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是四川
省全面研究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专业机构，研究
力量雄厚、学科优势突出，已成为四川省“三农”
问题研究的标杆机构，在全国地方社科院系统
中具有重要影响。拥有农业经济管理硕士、发
展经济学硕士教学点、农村发展专业学位硕士
教学点和与四川农业大学联办的农业经济博士
点；编辑出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
核心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农村经济》杂
志。现有科研人员21人、编辑人员4人，科研人
员中有高级职称16人，博士13人，四川省有突
出贡献专家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1
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天府社科
菁英人才1人。现任所长：张克俊，副所长：虞
洪，所务委员：高杰、唐新。

一、发展历程和目标定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名为
农村经济研究所。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立时为经济所农经研究室，1983年省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分设经济、农业、工业、财贸4个研
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成立。1984年，农业经
济研究所更名为农村经济研究所。2007年12
月更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同时确立“农村改革
与农村政策”“农村资源配置与产业化”“生态环
境与建设”“农村社区发展”4 个研究方向。
2014年，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整定位了4个研究
室：统筹城乡发展研究室、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
研究室、农村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农村
社区发展与自然资源管理研究室。2017年，农
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调整为“统筹城乡发
展研究”“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农村产权
与组织制度研究”“农村现代化与社区发展研
究”“生态农业与生态环境研究”“反贫困研
究”。内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统筹城乡发展研
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
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农业与农村社区发
展研究中心”牌子。

农村发展研究所历任所长有唐洪潜、杜受
祜、郭晓鸣，副所长有达凤全、吴嘉伟、杜受祜、郭
晓鸣、郭正模、甘庭宇、李晟之、廖祖君、陈明红。

长期以来，农村发展研究所立足根本，把握
时代脉搏，适时应势调整发展方向和目标。目
前的目标定位是以农业大省四川为立足点、以
西部为基础、面向全国，深度研究农业农村发展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建设成为理论创新能
力强、社会影响力高、在决策层有话语权、在社
科院系统一流的农村发展研究名所。

二、重点领域和研究方向

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要素
流动、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治理、
新型城镇化。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理论与政策、现代农业
发展理论与政策、农民合作经济理论与政策、农
业支持理论与政策、农业产业化组织与产业化
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制度。农村现代
化与社区发展：农村现代化理论与政策、农村社
区发展项目需求评估、参与式社区发展规划制
定、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管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研究、农村社区发展政策。农村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自然资源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
产业与循环产业发展、宜居乡村建设。反贫困
理论与战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政策、农村
贫困问题、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多维贫困
治理、脱贫攻坚绩效评估。

三、人才培养和科研团队

农发所坚持以学科建设为推手、以课题为
纽带，建立了“保、帮、带”的人才培养机制。不
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专家，
而且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曾到国外攻读学
位或进修的有郭正模、沈茂英、甘庭宇、陈继宁、
李晟之、曾旭辉、庞淼、陈明红等；在所期间取得
博士学位的有张克俊、李晟之、廖祖君、胡俊波、
曾旭晖、张鸣鸣、李晓燕、唐新、付娆、王娟、付宗
平、虞洪、高杰、周小娟、苏艺等。

农发所人才培养主要依托以下途径：一是
发挥老专家理论基础扎实、研究经验丰富的优
势，以课题为纽带，建立“保、帮、带”的人才培养
机制，促使青年研究人员尽快成才；二是创造条
件让青年人员广泛参加各种理论研讨班和培训
班，使之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三是促
使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独立主持课题，使其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四是依托“农业
经济管理”“发展经济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
教学，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更多参与
科研实践的方式进行能力培养。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如下：1.城乡
发展一体化研究室：张克俊、胡俊波、付宗平、苏
艺。2.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室：李晓燕、虞
洪、戴旭宏、唐新、邓涛。3.农村现代化与社区
发展研究室：甘庭宇、庞淼、陈明红、付娆。4.农
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室：李晟之、赵利
梅、张泽梅、杜婵。5.反贫困理论与战略研究
室：曾旭晖、高杰、周小娟、林东升。

四、学术特色

一是以课题为核心推动学术研究。始终坚
持以课题带动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
养，以人才培养支撑名所建设之路，形成了以国
家社科基金为龙头、部委和省级课题为纽带、横
向课题为支撑的项目支持体系，以及以名家带
动、老中青相结合的科研人才队伍支撑体系，培
养了学术梯队和科研骨干，提升了科研竞争力。

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强化为党和政府决
策服务。针对农村发展研究注重实践、注重调
查、注重应用的特点，始终围绕“三农”领域的热
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突出研究的
应用性、实践性、对策性，积极为党和政府决策
服务，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对策建议被省委省政
府领导批示。

三是以团队式、开放式、多层次研究为特色
提升科研生产力。无论是国家重大重点课题，
还是一般横向合作课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
应用对策研究，都以科研团队的力量出现，科研
人员优势互补，在共同研讨中培养合作意识、增
强团队精神、提高成果质量。同时，注重与高
校、实际部门的开放式合作、协作式研究，提升
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四是以扩大交流合作增强学术和决策影响
力。注重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主办或合办学
术研讨会，集聚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就三农的
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学术研讨，形成论文
集和政策建议。同时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学术研
讨会，扩大视野。农发所与省级有关部门和地
方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开展课题合作研究、决
策咨询、政策宣讲、规划编制等，扩大学术影响
力和决策咨询力。

五、重大项目

40年来，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课题
500多项。其中近10多年来承担《应对气候变
化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研究》（杜受祜）、《农业大省转变农业生产
方式研究》（郭晓鸣）、《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
要素平等交换体制机制研究》（张克俊）3项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形成城乡经济社会
一体化新格局战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背景下的四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发展研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研究》《西部农村生态脆弱社区的气候变化适
应性研究》《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研
究》《成渝试验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机制与政策研究》《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
机制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管理
创新研究》《以植物新品种保护为核心的中国农
业发展体系重构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
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地区
农牧民的慢性贫困及其治理研究》《劳务输出大
省农民工回流与养老资源配置研究》《种粮主体
分化和行为变迁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四川
彝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与精准施策研究》《西
南山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机理及乡村振兴研
究》等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六、学术成果

40年来，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其中近10
多年来出版30余部，主要包括：《农户金融需

求：基本判断与政策选择》《农村社区案例研究》
《社区主导的草原发展——态度、视角和方法》
《基于社区发展视角的农村调查评估方法》《建设
和谐社会与民间组织发展研究》《中国农村环境
保护与扶贫开发》《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与资源管
理》《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自然资源管理》《气候
变化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统筹城乡发
展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成都统筹城乡发
展经验、挑战及发展选择》《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新格局战略研究》《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
力建设》《社区保护地建设与外来干预》《全球变
暖时代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劳务输出
大省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制度困境与政
策选择》《“一带一路”战略下充分用好“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研究》《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
安全的影响——以四川为例》《我国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演进研究》《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
度研究——基于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视角》
《统筹城乡战略架构与模式创新》《四川农业农村
发展报告蓝皮书》《四川生态建设蓝皮书》等。

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上千篇。近
10多年来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农村
经济文稿》《经济学家》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300余篇。《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
探析——来自成都市温江区的个案》《中新模
式：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探索——基于四川蒲
江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龙头企业带
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农
业产业化模式比较》《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形成
机理与制度特征——以四川省邛崃市金利猪业
合作社为例》《我国农地流转的基本趋势及对策
建议——基于对四川省成都市的调研分析》《从
还权到赋能：实现农村产权的合法有序流动
——一个“两股一改”的温江样本》《新的改革红
利来源于结构调整和优化》《中国农业经营组织
体系演变的逻辑与方向：一个产业链整合的分
析框架》《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政府和市场有
效融合》《经济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
征与思路调适》《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的实
施难题及破解路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
层制约与战略抉择》《当前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
的调查与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现实分析与评
价》《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农业政策的选择》
《贫困地区扶贫模式：比较与选择》《中国农村合
作金融的发展与选择》等。

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励100余
项，其中《四川米易立体农业开发试验研究》获
国家星火二等奖、四川省星火一等奖，《秦巴山
区农业经济开发规划研究》获全国农业区划委
员会、农业部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获国家土地管理局优秀成果一等
奖，《四川省非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研究》获四川
省政府农业区划科研成果一等奖。《农村土地流
转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与政策研究》《科学发展观
与四川战略发展重点研究》《环境经济学》《加快
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全球变暖时
代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获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七、决策咨询服务

近10多年来，承担大量的政府决策咨询服
务工作，以农发所科研人员为主参与撰写并被
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者有关部门采用
的对策建议有100余项，主要有《高度重视触动
耕地保护红线的新动向》《灾后重建亟待破解的
四大难题》《对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
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建议高度重视农村土地
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促进藏区跨越
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几个重要问题研究》《关于四
川省“用工荒”的形势判断及应对策略》《四川省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关

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四川粮食供求形势
判断及确保粮食自求平衡的政策建议》《发挥军
工科研优势，为四川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
几点建议》《四川省种养大户发展现状调查及政
策建议》《发展草地碳汇促进我省川西北高原牧
区建设的建议》《关于四川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情况调查与对策建议》《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
问题的政策建议》《关于我省对口援藏需要注意
的“五个倾向”及对策建议》《四川与全国统筹城
乡发展的重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历史经
验》《加快我省城市国际化发展、推动多点多极
支撑战略》《关于在赋予农民生态财产权利工作
中的三点建议》《做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七点
建议》《新时期我省扶贫开发的重点难点与政策
选择》《推进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村民自建的
六点建议》《关于构建全省产粮大县“四位一体”
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当前扶贫脱贫工作出现
的新问题》等。

八、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农发所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源于上世
纪90年代初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的“长江上
游防护林工程经营模式研究”，随后与美国福特
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加拿大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等国际国内机构和德国
马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
神户大学、日本樱美林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数百人
次到美国、日本、建安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
参加学术研讨会，开展课题合作，对外培训和进
修深造等。

以1990年召开的调动农民积极性学术研
讨会为开端，定期与有关机构合作召开学术论
坛和研讨会，成为四川省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经
济论坛之一。2010年，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联
合举办“金融危机与农民工就业问题学术研讨
会”；2011年，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四川省中
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共同举办“现代农业与粮
食安全学术研讨会”；2012年，与德国艾伯特基
金会、四川省中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共同举办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现代农业发展学术研讨
会”；2013年，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四川省中
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举办“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学术研讨会”和“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发展学
术研讨会”；2014年，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四
川省中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举办“新型城镇化
与农民财产权利保护学术研讨会”；2015年，与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四川省中青年农村经济研
究会举办“新形势下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学术
研讨会”；2016年，举办“新形势下精准扶贫学
术研讨会”；2017年，召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座谈会”；2018年，举办“农村改革40周年
与乡村振兴研讨会”。

九、《农村经济》杂志

《农村经济》杂志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
管、四川省农业经济学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
发行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
术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
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农村经
济》编辑部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实行刊所合一的
管理体制。办刊宗旨：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紧紧
围绕农村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索、问题分析和政策研究，
全力打造集政策导向性、学术权威性、实践指导
性于一体的一流期刊。栏目有“专家视点”“乡村
振兴”“热点透视”“土地问题”“区域经济”“财政
与金融”“博士论坛”“农业现代化”“农村人力资
源开发”“资源与环境”“贫困问题”“城镇化”等。

编委会主任：杜受祜，名誉主编：郭晓鸣，主
编：张克俊。常务副主编：罗从清，编辑人员：邱
云生、付娆、杨建伟、赵利梅、林涛。

十、研究生教育

农发所于1983年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硕士
点，1998年获得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
予权，2006年与四川农业大学联合取得农业经
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2015年获应用经
济学一级学科下发展经济学二级学科学位授予
点，2018年获得农业专业硕士授予点。发展经
济学设立统筹城乡发展、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个研究方向；农业硕士
设立农业管理和农村发展两个领域。

博士研究生导师：郭晓鸣、张克俊；学术硕
士研究生导师：杜受祜、郭晓鸣、张克俊、甘庭
宇、胡俊波；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晟之、
李晓燕、庞淼、虞洪、高杰、陈明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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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三农”问题研究的标杆名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力量雄厚 学科优势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