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现有农业经济与管理、农村发展和食物经济管理三个方

向。学科方向稳定。2023 年度，在学校“扎根垦区、依托大

庆、服务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路指导下，

继续贯彻“育人为本、质量立校、崇尚学术、特色发展”的

核心办学理念，秉承“北大荒精神”和“铁人精神”，坚持

以培养服务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专门人才办学定位，踏实推动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二）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面向农业现代化、

面向未来、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

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创新型、复合型高层次农林

经济管理专门人才。具体目标包括政治修养、学术品德、专

业素养、胜任能力等几个方面。农林经济管理学位点培养的

研究生均达到了上述培养目标要求。

（三）培养标准

1.政治修养标准。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相关课程通过考核，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



2.学术品德标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恪守学术规范，严

格学术自律和学术诚信。不抄袭、剽窃、侵吞和篡改他人学

术成果，不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事实、注释等。承担

学术著作发表或学位论文写作的相应责任，依据实际贡献大

小、共同约定、自愿等原则确定署名顺序。在科学研究过程

中能够实事求是、认真严谨，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甘于奉

献、善于团结。

3.专业素养标准。掌握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农村区域

与发展和食物经济管理方向研究的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本学

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对相关领域的研

究成果有深入的了解，在综合分析大量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了解本学科研究方向的进展、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存

在的问题。

能从社会经济生活及文献中发现并从中提炼出有学术

价值的科学问题，建立符合逻辑的研究框架，制定研究计划、

按照计划进行分析并对结果提出科学解释。

4.胜任能力标准。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不同场合准确、

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及展示学术成果的学术交流能力，

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备

在国家企事业、机关和科研院所从事管理的能力。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培养的学生均达到相应考核标准。



（四）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共有专职教师 30 人，其中研究生导师 28 人，

占比为 93.33%，非研究生导师为 2 人，占比 6.67%。35 岁以

下 1 人，占比 3.33%，36-45 岁 15 人，占比 50%，46-55 岁

13 人，占比 43.33%，56-60 岁 1 人，占比 3.33%。具有博士

学位 24 人，占比 80%，具有硕士学位人数 6 人，占比 20%。

具有高级职称 25 人，占比 83.33%，具有中级职称 5 人，占

比 16.67%。本校获得学位的教师 4 人，占比 13.33%，非本

校获得学位的教师有 26 人，占比 86.67%。具有海外经历的

教师 7 人，占比 23.33%。

本学位点师资构成从年龄、学历、数量、职称、学缘和

海外经历来看，构成合理，可以支撑学位授权点的未来发展。

（五）培养条件

1.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科研条件

（1）各方向带头人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1 项，黑龙江

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农业农村部项目 1 项，发表核心论文 3 篇。

（2）本学位点 2023 年新立项科研项目共计 20 项，其

中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 3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3 项，厅

局级项目 9 项、校级课题 3 项，科研经费 53.6 万元。获批

黑龙江省第 20 届社会科学三等奖 1 项，1 项建议获得全国政



协采纳。发表科研论文 29 篇，其中 sci 期刊 4 篇，北大核

心期刊 5 篇。出版专著 3 部。有活跃的学术交流活动，参加

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 20 人次。

2.支撑硕士研究生培养学习、科研平台条件

具备支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生实践基地，海林农场

和肇源农场实践基地已建设成熟，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2023 年继续与 2021 年新增赵光农场和二龙山农场两个实践

基地合作教学，同时开拓了建三江管局、军川农场、八五九

农场、二九〇农场等多个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

（六）人才培养

1.思想政治理论课情况。严格按照规定正常开课，思想

政治理论课由学校统一安排管理，严格把关。

2.核心课程建设情况。核心课程共计 5 门，分别为中级

微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每门课程 32 学时 2 学分。课程

由高级职称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担任。

3.导师遴选规范。严格执行学校《研究生指导教师职责

和要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等相

关制度，进行研究生导师遴选、招生资格的审定和考核。新

遴选的导师统一参加省、学校的导师培训会，2023 年新增导

师 1 人。

4.学术训练。严格执行学校指定的《关于研究生在学期



间参加学术活动的规定》，在校期间累计参加学术活动需达

12 次以上。研究生导师安排学生适时召开组会，讨论工作

进展。研究生创新活动依据《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的规定执行。

5.学术交流。学校每年按照研究生数量 5%比例给予研究

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资助。2023 年共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4

人次。

6.论文质量。2023 年学校抽查盲审学位论文占比 100%，

均一次通过盲审。2023 年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3 篇，省

级论文 1 篇。

7.质量保证。严格执行《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等相关

制度。研究生学位论文各环节均按文件规范执行。学生论文

选题符合要求，均通过中期考核、学术不端检测、双盲审审

核、预答辩和答辩程序。

8.学风建设。学院在研究生中期考核、评优过程中成立

专项调查小组进行考核，以保障研究生在学习及学术研究上

有良好的学术行为。研究生导师及所培养的研究生未出现学

术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9.服务管理。研究生工作管理实行学校、学院两级管理，

2023 年增加研究生专门辅导员 1 人。学校、学院分别在学术

委员会中设立专委会负责申诉工作，保障研究生权益。

10.就业发展。2023 年毕业研究生 4 人，授予学位 4 人，



就业率 100%，就业质量较高。

二、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具有海外经历教师数量少，

比例偏低且提高速度缓慢。

（二）人才引进困难。近年来东北高校招人难、留人难

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难以招聘到高职称和高学历的教师。

学位点在连续多年难以招到博士研究生教师的情况下，2023

年终于招聘到 1 名副高级职称的博士教师。但是学校同时提

高了招聘条件，硕士研究生不再招聘，教师梯队建设面临挑

战。

（三）招生渠道单一。农林经济管理学位点一直面临研

究生招生渠道单一的局面，多数学生来自推免，统招报考及

调剂生源数量严重不足。2023 年情况稍有好转，报考人数有

所增加，但是最终结果有待录取时进一步观察。

（四）学位点建设资金来源单一，数量有限。学位点活

动资金稳定来源主要是学校的学科建设经费，数量不多，其

它经费年度间波动较大，不稳定。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继续严格执行过程培养标准，严格把好学生开题、

预答辩和答辩等重点环节，保证学生培养质量。

（二）继续坚持吸引高层次人才与自我培养相结合的道

路，尽可能从多方面支持教师提高学历和职称，提供更多学



术交流机会，鼓励年轻教师多渠道提升自身能力。

（三）加大招生力度，扩大招生宣传，宣传学位点特色，

多渠道吸引学生报考和调剂。尝试立足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从本科生开始打基础，想办法扩大生源。

（四）继续努力扩宽学位点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在稳定

既有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