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海清，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多年来，主要讲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现代技术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课程；

在科研上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农业技术经济与农业产业经济研究。主持和参与国

家、省级重大课题与横向课题 30多项，如：“云南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云南农业科

技问题与对策研究”、“云南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对策研究”等；在核心期刊等刊物公开发表

论文 60多篇。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农业技术经济与农业产业经济 

联系方式： 

 

 

唐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近年来，在《教育研究》等 CSSCI 期刊和《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五

十余篇。出版《云南高校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走出去战略及实践》《云南省

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美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中国云南

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等专著五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云南省政府等课题 14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团队“云南高等教育面向东南亚开放研究”主持人。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云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二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 

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理论、比较高等教育 

联系方式：2662311901@qq.com 

 

赵鸭桥，研究员，博士，院长助理、处长，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近三年项目： 

云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建设研究，50万元 

国家乡村振兴局项目，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评估，28万元 

云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智慧农业经济决策研究方向，53万元 

中国农业大学院士项目，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万元 

近三年专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中国-老挝农业投资面面观》 

科学出版社，《世界典型国家减贫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乡村人才振兴》 

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乡村振兴智库报告（2021）》 

研究领域：参与性农村发展、中国-南亚东南亚国家农业经济合作、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联系方式：yaqiao@163.net 

 

 

 

mailto:2662311901@qq.com
mailto:yaqiao@163.net


蒋永宁，教授，硕士，一级督导员，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参与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编著教材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60 余

篇，其中“农民合作的经济学分析”  获“中国改革研究院第 52次中国改革

国际论坛”优秀论文奖 ；《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获中

国农村发展论坛获“三农研究创新奖优秀奖”。 

多年来坚守教师职业道德，教书育人，先后获得过“伍达观优秀教师奖”、“云南农业大学教

书育人先进个人” “云南农业大学优秀教师”、等各种荣誉和称号。 

代表性论著： 

1、融合“内部营销”的企业雇主品牌建设《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弹簧理论”与员工压力管理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云南省奶牛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乳品工业》 

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其他组织载体的比较 

《经济理论研究》 

5、“企业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要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领域：农业农村管理、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 

联系方式：13888617933@163.com 

 

张德亮，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担任云南省现代农业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主持完成云南

省科技厅、教育厅等课题 4项，主要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等课题研究 5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2篇

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出版个人专著、担任副主编著

作、教材等 6 部。2013 年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获云南农业大学第二届伍达观先进教

师奖、“红云红河园丁奖”等荣誉称号。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产业政策研究 

联系方式：zhangdeliang88@163.com 

  

mailto:13888617933@163.com


 

                                                            

杜发春，教授，博士，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3 项，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宣部、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云

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等省部级项目 5 项，主持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合作项目 8

项，主持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合作项目、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委托

项目、云南省科技厅等其他项目 9项，到位总经费 490万元。 

主持在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少数民族经济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科普研

究所委托合作项目《农村科学文化建设研究》、云南省科协委托项目《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

质提升》、洱海流域绿色发展研究院委托项目《洱海流域文化资源保护政策研究》、云南省农

村科技服务中心合作项目《云南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机制研究》、云南省农技协项目《云南

罗平蜂业科技小院》等。 

研究领域：农村与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农业管理 

联系方式：fachundu@yahoo.com 

 

 

 

田东林，教授，硕士，校纪委副书记，硕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主持课题有教育部 “新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和观念研究” 课题，研究报告获三

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研究”；云南省教育厅基金课题“云南高校本科教育成本与教育收费比较研

究”（结题验收优秀）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云南省省院

省校教育合项目、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等，出版著作 2 部，出版全国农林院校“十二五”

规划教材、云南省高校“两课”统编教材等 3部等。咨询报告《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

的对策建议》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发表中文核心等期刊多篇。 

研究领域：教育管理与区域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区域经济管理、农业管理 

联系方式：506320596@qq.com 

 

 

朱耀顺，教授，博士，处长 ，硕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曾主持《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研究》《WTO 与云南农业产品贸易》

《云南与周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模式研究》和《云南-东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合

作机制研究》；参与《云南省高等教育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实施走出去战略研

究》《云南省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研究》等科研项目。 

曾发表《抓住“一带一路”良好契机  推进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

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研究》《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成本测算与收费标准的探讨》《Theoret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Research on the 

mailto:fachundu@yahoo.com


International Regimes of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等论文；曾

编写《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机制研究》《农学汉语》《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Crop Pests Control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of Rice Industry in China,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等专著。 

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东南亚国际关系等 

联系方式：2869765893@qq.com 

 

李雄平，正高级会计员，硕士，一级督导员，硕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1财政部重点科研课题《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2011年），获财

政部研究报告优秀奖 

 2. 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营销实务》（2016年） 

 3. 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云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普实务读本》（2020年） 

 4. 中国教育会计学会科研课题《我国高等院校内部控制问题研究》（2019年） 

 5. 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重点科研课题《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背景下高校内部控制提升研究》

（2022年） 

 6. 云南省教育会计学会重点科研课题《放管服背景下我国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

及调查研究》（2021年） 

 7.云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工会经费审查工作探讨》（2021年） 

研究领域：财务管理、财政 

联系方式：1536177600@qq.com、13908854046 

  

mailto:28697658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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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荣，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现为云南省禽蛋产业技术体系经济岗位专家、云南省省级产业技术顾问组

专家、云南省科技特派员、云南省经济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云南

省统计学会会员。 

多年来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学及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等教学工作。在科研方

面，主要从事农业产业经济、经济计量等问题研究，主持和参与国际级、国家级、省级等各

类科研项目 48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教材和专著 8 部。发表中文核心等期刊 50

余篇。 

研究领域：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产业经济，农村区域发展 

联系方式：Leeyr1965@163.com、13888486182  

mailto:Leeyr1965@163.com


起建凌，教授，博士，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云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农业大学 MPA 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

硕士点点长，新西兰林肯大学访问学者。云南省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导

师团队负责人，云南省绿色食品牌蔬菜重点产业经济专家、云南省肉牛产业

技术体系经济岗位专家、云南省“一县一业”评审专家、云南省十大品牌评

审专家、云南省社科普及专家库入库专家、云南省农村发展智库办公室主任。 

主持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个国家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科重点项目、国务院农

开办、云南省科技厅、教育厅等纵向和横向项目 30 余项，参与国际级、国家级、省级等项

目 50 余项；发表包括 SCI的 TOP 期刊、SSCI、CSSI、中文核心等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

著 3部，任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3 个，主持制定国内第一个农业社

会化服务标准化体系，地方标准 56 个；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级领导亲自批示。 

研究领域：产业经济、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联系方式：qijianling@163.com 

 

 

 

李永前，教授，硕士，林业经济管理硕士点点长，硕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 10 余项，主持及参与完成横向规划项目 

20 余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民委基金、云南省哲社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农林经济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校协同育

人项目、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课题、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院教育社科等

课题；完成纵向研究项目 20余项，为多个云南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10 余项；参与

完成云南省多个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

写工作。2017 年荣获云南农业大学“百名”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研究成果 2016 

年、2017 年、2020 年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在《生态经济》、

《中国资源与区划》、《经济研究参考》等核心期刊及普通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主编教材 4 部。 

研究领域：农业农村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与反贫困 

联系方式：13987162465@163.com、13987162465 

  

mailto:qijianl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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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坤，教授，硕士，副处长 ，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云南农业大学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云南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昆明市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

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科技厅重大专项、国土资源部行业专项、省社科基

金重点及一般项目等纵向课题 19项，横向规划课题 30余项，公开发表论文 51

篇，主编著作 7部，完成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报告 19项，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5份。获得 2021年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排名第二）。 

研究领域：农村项目规划与管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联系方式：316578126@qq.com、1995012@ynau.edu.cn 

 

 

饶志坚，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云南省师德标兵，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云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多媒

体课件获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二等奖。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1部，中国林

业出版社， 

主要参与云南农业大学财务信息化系统设计开发、云南农业大学智慧后勤信息系统开发 

实用新型专利 2项、获软件著作权 27项，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篇。 

研究领域：财务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农业信息化 

联系方式：rzj96#qq.com 

 

  

mailto:1263198726@qq.com


郭颖梅，企业经营决策模拟实验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一、 科研项目 

1.科研项目：主持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

究”（结项优秀）、“西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机理及培育机

制研究”（在研）等 10 余项省厅级科研项目。 

2.教改项目：主持教育部农经教指委教改项目 2项、教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1项、省级本科教改项目 2项、云南省专业硕士《现代管理学》教学案例库等。 

3.获奖与荣誉：云南省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云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云南省哲学社

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生态文明信息化教学成果奖；教育部农经教指委优秀成果奖；云南

省高校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云南农业大学“师德标兵”“红云园丁奖”。兼任云南省、河北

省、江西省科技厅项目评审专家、云南省社科普及项目评审专家、云南省社科联“云岭大讲

堂”主讲人。 

4.代表性论著：《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组织行为学》《心理契约在人

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我国养殖类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评价——基于因子分析法和比较分析

法》《新农科与新文科交融视阈下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创新藩篱与优化路径》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管理；企业管理 

联系方式：13888978795 ，867727250@qq.com 

 

刘同山，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云南农业大学引进特殊人才，撰写报告获习近平总书记、胡春华副总理

重要批示，包括多次被吸纳进国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多次获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用。曾获获中央农办专职副主任批示。先后获

得江苏省政府第十七届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特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奖，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

委员会优秀成果奖。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土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路径比较及其优化协调研究”

（2023年）。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及其实现机制研究”（2019 年

以“优秀”等级结项）。 

[3]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地错配的效率损失及其对策研究”（2021 年以“免于鉴

定”提前结项）。 

[4]主持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新时代粮食供给战略、确保种子安全研究”（全国哲社

规划办、中央财办 2021年立项，课题涉密，已结项）。 

[5]主持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软科学课题“土地承包权退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022年）。 

[6]主持农业农村部委托课题 10 多项，包括：“稳定土地承包权基础上‘小田并大田’的实

现机制研究”（2023 年）、“对云南等省延包试点地区的延包工作进行全程跟踪指导评估”

（2023年）。 

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国软科学》《中国农村观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等 CSSCI\SCI期刊发表论文 80多篇，

mailto:867727250@qq.com


其中 1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出版学术专著 5部。 

 

研究领域：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振兴理论与政策等 

联系方式：liutsh@ynau.edu.cn 

 

冯璐，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主持国家自科基金“滇南跨境山区小农经济：生计资本对农户多目标

行为决策的影响（71403234）”，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云南南部山区农户收入视

角下的农业生产结构转型趋势及效率研究（2011FZ213）”，省哲社规划项目“云

南农业企业面向东南亚构建跨境农业产业链的路径研究（YR2021017）”。参与国

际合作、国家及省级相关项目 43 项，并组织大型国际会议 5 次，研究成果在粮

农组织/中国农科院主办的“农业生态学与可持续食物体系国际研讨会”等国际会议做主题

报告 10次。 

学术荣誉与奖励：云南省引进高层次青年拔尖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创新带头

人后备人才，云南农业发展智库成员，“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组”农业经

济工作组组长。获“云南跨境农业转型对策及应用”等省科技进步奖 3次。研究成果获

省政协提案 3次，其中九大重点督办提案 1次。发表高质量等论文 30余篇 

研究领域：农村经济发展、南亚东南亚农业合作 

联系方式：fenglu1128@126.com 

mailto:fenglu1128@126.com


孙海燕，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政府津贴获得者。多次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

奖，发布专著 3 部，高水平论文多篇。 

1、2023.01-2024.12，中央引导地方专项资金，数字花卉专家智能决策系统及

服务体系，主持。 

2、2023.7-2024.6，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云南营造和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

政策研究——以云南科技创新生态现状及治理现代化为重点，主持。2023年 5-3、2023年

11月，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外交的现状及对策，主持。 

4、2020.4-2020.4，云南省科技厅，创新引导与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云南省十四五科技创

新生态研究，主持。 

5、2020.9-2023.8，云南省科技厅，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科技外交推动印度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路径研究 ，主持。 

6、2019.01-2020.07 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科技入滇改革创新研究，主持。 

7、2016.9-2017.9，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长江经济带科技合作长效机制研究，

主持。 

8、2015.03-2016.06，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中国-南亚国

际技术转移合作对策研究，主持。 

9、2015.06-2016.05，云南省政府重点决策咨询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中云南对外开放的格局

与对策研究，主持。 

10、2014.05-2015.04，云南省政府重点决策咨询课题，云南桥头堡建设中的区域协同创新

战略与对策研究，主持。 

11、2012.12-2013.12，科技部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桥头堡建设中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科

技支撑体系研究，作为副组长主持。 

12、2012.12-2013.12，昆明高新区，昆明高新区境外（东南亚、南亚）合作发展课题研究，

作为副组长主持。 

13、  2012.12-2013.01，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沿边开放经济带规划研究”，主持。 

14、 2012.09-2013.09，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加强滇台科技合作对策研究，

作为副组长主持。 

15、 2012.09-2013.09，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滇台科技合作子平台，作为副组长主持。 

16 2012.08-2013.08，云南省科技厅科技战略与政策专项，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研

究的政策支撑体系研究，作为副组长主持。 

研究领域：区域经济、科技外交、南亚东南亚农业经济 

联系方式： 

  



李文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农业联合重点项目《云南农业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研究》等课题 1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云南省院省校合作

等项目 16项，出版《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农业生态价值研究》等

著作 7部，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学原理》《农村

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等课程。 

研究领域：农村发展、农业管理、农业生态文明 

联系方式：421594442@qq.com 

 

陈蕊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2011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并顺

利结项； 

2012年云南农业大学第八届伍达观奖教奖学助学基金“优秀教师”称号； 

2018年—2022年主持云南农业大学校级教改和课程建设项目三项； 

2019年获云南省高等学校卓越青年教师行称号； 

2019 年主持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指委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项目

一项； 

2020年获“云南农业大学优秀首席辅导员”称号 

2021年云南省“绿色食品牌”水果产业专家组成员 

2022年主持云南省过渡期脱贫县脱贫村定点观测项目 

研究领域：农民收入问题、生态振兴与产业兴旺 

联系方式：2686798265@qq.com 

 

普雁翔，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嵌入与组织创新研究》

（15BJY09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民族地区贫困人况口权利状对其福利的影响：以云南为例》

(09YJC790229) 

云南省自然基金项目《云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农地资源非农化配置研究》(2010ZC088) 

教育厅重点项目《桥头堡战略建设背景下沿边开放与包容性发展》 

省社科基地重点项目《加快构建云南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D2014ZD12）》 

云南农村发展智库项目、临沧市“十四五”财政发展规划、云南农村干部学院咨询报告。 

主编《乡村产业振兴》、省政协文史委委托《村民实用手册（盈江篇）》，副主编农业部十三

五规划教材《农村政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参编《农村基层干部知识读本》。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与城市经济 

联系方式：puyanxiang@163.com 

 

  

mailto:421594442@qq.com
mailto:2686798265@qq.com


彭德远，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工作以来多次获教学比赛各种奖励，先后被授予省级、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优秀教师”、“红云园丁奖”、“优秀教育管理工作者”等 20 项荣誉称号，主持完成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觉的大营街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等 3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养老保障机

制改革研究”、省政府咨询决策项目《云南山地农业现代化研究》等科研课题 10余项，参加

撰写论著 5本，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文化、生态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研究”，《经济问题探索》 

“改造传统农业与云南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研究》 

“论泸沽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畜牧业产业化中不稳定契约关系演进的思考”，《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现代农业与山地农业现代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扛起全面从严治的政治责任》，云南人民出版社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农村发展组织制度变迁 

联系方式：531132505@qq.com 

 

 

李宏，云南农业大学财务处处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 

1. 教育部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多维贫困视角下云南省怒江州深度 

贫困地区综合治理研究，在研，主持； 

2.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现代农业甘蔗产业技术体系甘蔗产业经济 

研究，在研，主持； 

3. 云南省社科规划办，基地项目，云南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已结题，主持； 

4. 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滇西边境贫困地区甘蔗产业扶贫绩效研究，已结题，主持； 

5.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云南省“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及四个集中连片地区规划，已结题， 

主持。 

6.云南农业大学第八批一类课程建设项目，《农业经济学》，主持。 

决策咨询报告获得了省委领导重要指示和采纳，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发表

高水平论文多篇。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产业经济 

联系方式：2685089188@qq.com 

 

 

 

 

 

 

mailto:2685089188@qq.com


彭吉萍，云南农业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8项，发表论文 26篇，主（参）编专著

4部，获教学成果三等奖 1项。指导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5项，2项获云南省铜

奖，2项获校级二等奖，先后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班主

任、优秀首席辅导员、优秀社团指导教师等 21项荣誉称号。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产业扶贫 

联系方式：99505673@qq.com 

 

张毅，副处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先后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 30 余项，出版学术著作 2 部，参

编教材 2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于 2014年由云南省科技厅认定为

“云南省科技特派员”，2017 年遴选为云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咖啡产

业经济研究岗位专家，2018年遴选为云南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重

点产业专家组咖啡产业经济专家。获云南农业大学“红云园丁奖”、云南省社

科规划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负责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咖啡产业经济研究团队”

获云南农业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优秀团队。 

研究领域：农林经济管理、农业管理 

联系方式：13759469877@qq.com 

 

 

 

路遥，国际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1、 公共环境下的个体成长：多维科学文化水平测量体系构建与分析[J]. 技术经

济,2020,39(01):161-167. 

2、农业技术转移对老挝瑶族乡村影响的行动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40(02):82-88.  

3、农业生物降解地膜的需求影响因素研究[J]. 生态经济,2021,37(07):111-116. 

 

4.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Insights: Residual Mulch Film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Evidence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21, 1 

译著：《实用朴门农艺 Practical Permaculture》 

主编：《澜湄流域农业农村发展特色案例研究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Lancang-Mekong Region》 

承担项目：云南第二次农业污染源普查地膜专业全面普查和抽样调查项目 

研究领域：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社会性别概论、民族技术史、朴门农艺概论 

联系方式：luyao@ynau.edu.cn 

 

 

mailto:luyao@ynau.edu.cn


李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硕士点负责人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一般项目，20BSH060，2020年整族脱贫后云南“直

过民族”提升可行发展能力路径研究，2020-09至 2025-09，在研，主持； 

2.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现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在研，

主持； 

3. 普洱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规划项目，普洱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2021—2025年），2021年 1月-2021年 3月，已结题，主持； 

4. 江城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规划项目，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2021—2025年），2021 年 1月-2021年 4月，已结题，主持。 

（二）教改项目 

1. 农经教指委 2021年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项目，基于专业综合评价的《经济法》

课程建设改革研究调研报告，2021年，结项优秀，主持； 

2. 云南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优秀教学团队，2019年，已结项，主持。 

（三）学术荣誉与奖励 

2017年云南省首届教师教学比赛初赛暨云南农业大学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 

发表高质量论文等论文 50余篇。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区域与发展 

联系方式：524298908@qq.com 

 

马蓉，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工作中积极探索与实践“互联网+”视角下经管复合型人才培养，省内媒体以

“创业带就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为主题多次报道。 

潜心执教，具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长期受邀为各级各类电商技能培训班授

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专业竞赛屡次获奖。教学共获

表彰奖励 13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部级 5项。 

以研促教，努力提升专业素质。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2 篇，CSCD 论文 1 篇，

EI期刊论文 2篇。出版教材 5部，承担课题 18项，负责过多地发展规划的编制。 

研究领域：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企业管理、农业供应链与物流、智慧农业等 

联系方式：3036949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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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进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一、主持或参与完成科研项目 

1、1997 年云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报告 

2、云南省贫困山区农业产业化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3、禄丰县罗川乡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粮食产业化发展规划 

4、怒江州泸水县农业发展规划 

5、大姚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6、昆明市城郊现代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7、云南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8、云南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 

9、云南省农林循环经济发展研究——草地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10、迪庆州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 

11、边疆失地农民发展能力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12、瑞丽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二五”规划 

13、云南省酒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 

14、推进我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该项目曾获省委领导批示） 

15、云南省现代农业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兼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出版著作8部，发表高质量论文各类论文50余篇。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与农村发展、土地管理、资源与环境管理 

联系方式：189-8769-9878；wujmyau@qq.com 

 

 

 

 

王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校级一流课程《技术经济学》

建设以及《技术经济学》课程思政教改项目。科研方面主要涉足农业农村发

展、产业发展、规划编制以及创意农业的研究工作。主持或参加各级各类纵

向和横向课题多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1项，已结题验收。参加省、州

（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规划、扶贫规划、昆明市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等多项规划的编制；参与云南高原有机农业发展研究、云南农垦集团冬季农业

开发研究、昆明市农投昆明市未来农场项目、云天化集团矿区修复区产业发展、大理市农业

绿色高质发展战略等多个项目的研究。发表论文 30余篇，副主编教材和著作各 1 部，参编

著作多部。 

研究领域：农村区域发展、产业经济、创意农业、农业绿色发展 

联系方式：316098056@qq.com 

 

mailto:wujmyau@qq.com


刘婕，电信系副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项，主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

南农业大学社科中青年项目以及农村干部学院决策咨询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 7

项，主持教育部农经教指委教改项目、云南农业大学教改项目、一流课程建

设项目、《运筹学》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参与 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省

部级项目等 20余项纵向科研项目，参与 18项横向课题的研究。发表学术论

文 4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21篇，一篇 SCI一区论文。主编著作《农业数字经济学》、副主

编著作《农村电子商务》、参编著作《农业大数据与农业产业经济数量分析》。 

获 2018年度“红云园丁奖”荣誉称号；获 2022年度云南农业大学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排名 1）；云南农业大学第二届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排名 1）；2022年省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排名 9）；获 2020年云南农业大学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教学团队，排名 2）；获

2021年云南农业大学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排名 2）；荣获云南农业大学 2017年度毕业生

创业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研究领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 

联系方式：liujie@ynau.edu.cn 

 

母赛花，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近年来，主持云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云南省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境及可

持续发展研究”“云南省农村老人社区互助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云南省

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调查及推进研究”

“云南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发表专业

论文 40 余篇；主编《审计方法》、副主编《新编审计学概论》《工程成本核算与项目管理》、

参编《出纳业务》《会计实务》多部著作。荣获校级优秀班主任、“三下乡”先进个人、院发

展基金奖等荣誉称号 

研究领域：农村社会保障（养老方向）、企业财务管理 

联系方式：2997434913@qq.com 

 

余佳祥，副教授，硕士，云南农业大学教师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云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云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云南农业大学优

秀教育工作者荣誉；主持、参与各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4部，发表学

术论文 30余篇。 

研究领域：技术经济及管理、农村发展和农业经济管理 

联系方式：6319801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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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仙，副教授，博士，电子商务与信管系主任 ，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1.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边境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村民公共

文化需求与供给研究”、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云南生猪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信息

服务保障机制建设对策研究”、“云南电商扶贫模式及机制研究”等多项课题。 

2.出版《农业数字经济学》、《云南生猪产业养殖户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西部

民族地区村民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研究》等多部著作。 

3.在“云南社会科学”、“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研究领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农业数字经济 

联系方式：280235662@qq.com 

 

 

研究领域：农业农村信息化 

联系方式：879265706@qq.com 

 

黎斌林，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主持完成云南省教育厅项目 1项 

学术荣誉与奖励 

兴滇人才 青年人才 

2022云南省社科奖 三等奖 

代表性的论著： 

 近 5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SSCI 检索论文 7篇；以通讯作者发表北大核心论文 1篇，其

他论文 1篇。以其他参与者发表 SCI论文 2篇。 

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经济；应用计量经济 

联系方式：2398660134@qq.com 

 

 

向明生，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云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云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云南农业大学优

秀教育工作者荣誉；出版《农业区域品牌战略》和《农业企业品牌战略》两部姊妹

篇专著，公开发表论文《基于品牌战略导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等 30 余

篇。主持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项目《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化发展路径研究》

等 4项省级、厅级研究课题。 

研究领域: 农业产业与企业品牌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联系方式：xiangmingshe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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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位，正高级会计师，硕士， 科长、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项目 7项、参与项目 10 余项；在研项目 4项：主持云南省教育厅、云天

化项目各 1项，参与云南省科技厅农业领域重大专项、乡村振兴项目各 1项。 

   2007年，项目《高校会计制度与财务报告改进研究》获云南省会计学会 A

级（优秀）奖；2009年，获云南省教育厅 2008年度先进财会工作者；2011年，

获红云红河园丁奖；2018 年，获云南省教育厅 2017 年度决算工作先进单位

奖；2017—2022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2022年，获得社会服务工作优秀团队称号。  

专著：《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   

参编：《农村巧经营 100 问》、《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实务》、《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操

作指南》。 

代表性论文：1、《“绿色 GDP”与绿色会计》，经济问题探索；2、《拓展与延伸高等教育融资

渠道》，中南民族大学学报；3、《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成本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4、《高

校借款业务账务处理之我见》，财会月刊；5、《高等学校收入的分类及规范化管理》，会计之

友；6、《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中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恒等关系探讨——以甲学院为例》，财

务与会计；7、《政府会计制度下科研经费管理探讨》，商业会计；8、《政府会计制度财务报

告编制与会计核算规范探讨》，教育财会研究。 

研究领域: 财务管理、科研项目管理 

联系方式：896129199@qq.com 

 

谢萍，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项目 7项、参与项目 10余项；在研项目 4项：主持云南省教育厅、云天

化项目各 1项，参与云南省科技厅农业领域重大专项、乡村振兴项目各 1项。 

《西部民族地区自发移民迁入地聚居区发展研究综述》 

《云南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基于熵值法的云南省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农地“三权分置”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对策》 

研究领域: 林业经济、农业经济、旅游经济 

联系方式：kmxieping@163.com 

 

杨夏妮，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荣誉与科研成果： 

在经济学领域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学术上潜心公司金融理论研

究，现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主持省级项目 1 项，地厅级项目 2 项，

参与国家自科等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11 篇（其中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5篇，EI收录期刊论文 2篇），出版学专著 1部。 

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契约理论 

联系方式：29269487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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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榆琴，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近年来主持科研项目 12 项，参与科研项目 15 项。出版专著 3 部，主编出版

著作 2部，副主编著作 2部，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50余篇。以下为部

分主持的科研项目： 

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西部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增强抗逆力与提升自我

发展能力路径研究 

2.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刺激消费政策对云南民族贫困地区民生改善影响研究 

3.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创新研究 

4.云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云南省农村三权抵押融

资的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研究 

5.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云南农村金融实用知识读本 

7.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研究 

学术荣誉与奖励 

云南农业大学“百名”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017年度获“红云园丁奖” 

2018年度获“云南省第二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研究领域: 农业经济与政策，区域经济管理，农村扶贫与治理，农村金融 

联系方式：1263198726@qq.com 

 

欧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被评为云南农业大学青年学术带头人、为云南省卓越青年教师，发表教育管理相关专著 5部。 

2017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 《云南高校协同培养面向南亚东南

亚国际化人才机制研究》 编号 JD2017YB10  4万  待结题 

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推进高考社会化考试研究》

(14YJC880048)经费代码 K1500035  已结题 

2011 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云南省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双赢发展研究》已结题。 

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实践问题 

联系方式： 

 

金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国家社科项目 1 项，主持省级项目 2 项，参与国家社科项目 2 项，参与

省级项目十多项，横向项目二十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50多篇，北大核心 5篇，

专著杜撰 1部，主编 1部，参与专著 3部，部主编若干。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1 项。 

研究领域：农业产业、农村经济，数量经济分析 

联系方式：4198442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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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云南农业大学中青年人文社科

项目 2项、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科研项目 1项；参与完成 10余项科研纵向课题。

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横向课题 3项。 

教改项目：主持完成教育部农经教指委教改项目 1 项，参与完成校级教改项目

2项；在研云南农业大学“新文科”教改项目 1项、课程思政教改项目 1项。 

论文与著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CSSCI和北大核心 8篇。

出版专著 2部，副主编规划教材 1部，参编 1部。 

研究领域：农业产业经济、农产品营销、乡村治理 

联系方式：994863191@qq.com 

 

 

 

 

王全春，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先后主持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快云南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哲学社科中青年项目“贫困地区农民对电商扶贫的响应

特征及引导机制研究”、云南农村干部学院决策咨询项目“农村电商助力边疆民

族地区乡村振兴难点及对策研究”等课题，对云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一定

的了解和研究，对民族地区农村电商发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相关理论有所

认识和研究。发表《S2B 商业模式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研究》、《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研究

述评》、《基于 AHP的农民电商响应影响因素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农民信息素养提升策略

研究》等相关学术论文，决策咨询报告《如何破解云南农村电商发展的“四难”》提交省政

府，供决策参考。副主编《农业数字经济学》、《企业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著作。近年多次

参与云南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先后到云南大理、西双版纳、普洱、红河、昭通等地州进

行调查和培训。曾参与校企合作云南农业大学电子商务孵化园“蛋壳计划项目”，指导大学

生电子商务创业团队进行电商创业。指导完成《菏泽市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

《后脱贫时代阜平县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研究》、《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融合发展

研究》等多篇硕士论文。《“双碳”背景下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研究》获 2022 年

度云南省第十六届社科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教学：主持校一类课程建设、校一流课程建设、校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各 1项。获校教学比赛

三等奖 2项。获省多媒体课件比赛三等奖 1项。发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参与式教学的实

践与评价》、《农业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数据结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体验式”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及实践》、《农业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定位及

教学内容探讨》、《案例教学法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应用辨析》等教改论文。 

研究领域：农业农村信息化 

联系方式：879265706@qq.com 

 

 

 

mailto:994863191@qq.com
mailto:879265706@qq.com


黎斌林，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主持完成云南省教育厅项目 1项 

学术荣誉与奖励 

兴滇人才 青年人才 

2022云南省社科奖 三等奖 

代表性的论著： 

 近 5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SSCI 检索论文 7篇；以通讯作者发表北大核心论文 1篇，其

他论文 1篇。以其他参与者发表 SCI论文 2篇。 

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经济；应用计量经济 

联系方式：2398660134@qq.com 

 

 

 

赵梅，副教授，硕士，电子商务专业系务秘书，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近年来，主持自然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科中青年项目以及农村干部学院决策

咨询项目等科研项目 10余项；主持教改项目 5项，包括：主持教育部农经教指

委教改项目、云南农业大学教改项目、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客户关系管理》课

程思政示范项目和《国际贸易》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CSSCI 收录论文 1 篇，SCI 论文 1 篇）；副主编教材 2 部，参编教材 7 部；荣获“红云园丁

奖”、“优秀班主任”、“班主任年度人物提名奖”以及“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以第一

作者撰写的论文获得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组织部征文二等奖。 

研究领域: 边境贸易、自贸区、区域经济及农村电商等领域 

联系方式：67508038@qq.com 

 

张炎，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和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三等奖、云南农业

大学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 1 项，、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1） 主要科研项目： 

自 2017年 1月 1日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云南省

哲学社科等国家、省部级及地厅级科研项目 9项，参与云南省重点实验室、云

南省级创新团队、智库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14项。 

。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多篇。 

研究领域: 乡村转型发展 

联系方式：86539634@qq.com 

mailto:2398660134@qq.com


 

周铝，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先后主持完成原国土资源部课题“乌蒙山区国土开发扶贫的模式与机制

研究”子课题“乌蒙山区新型“人-地-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主持撰写“云南

省高原特色产业研究报告——柠檬产业”、“云南省高原特色产业研究报告——

淡水鱼产业”；参与中国工程院 2020年院地合作重点项目“云南省鸡产业发展

战略研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快云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财政厅农综处“对推进我省村级“四位一体”建设试点的思考及对策”、原昆明市农委“昆

明市乡村振兴规划”、曲靖市麒麟区农业农村局“曲靖市麒麟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开远市

农业农村局“开远市乡村振兴示范园区建设规划”、华宁县发改局“华宁县建设‘双十’城

市 推进新型城镇化五年实施方案”等课题的研究，对云南省农业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主编《乌蒙山区国土开发扶贫的模式与机制研究》、副主编《农业数

字经济学》。指导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团队进行电商创业。指导研究生完成《云南省维西县

扶贫开发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河南省社旗县农民参与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云南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研究》等多篇硕士论文。被昆明市绿色食

品牌工作组聘任为专家组农业信息岗位专家。 

教学：主持校一类课程建设项目 1项。获校教学成果三等奖 1项。获省多媒体课件比赛三等

奖 1项、校级多媒体课件比赛二等奖 2项。 

研究领域: 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农业农村信息化 

联系方式：309176691@qq.com 

 

 

龙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1、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茶文化主题森林康养旅游研究 

2、云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2021-2022年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

究专项“少数民族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教改项目：云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任务驱动法公共选修课

教学改革与探索 

学术荣誉与奖励：《课程思政引领艺术与美育类通识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云南农业大学

教学成果二等奖；获 2020年度“红云园丁奖” 

代表性论著： 

1、龙华,姚裔虎,刘凯.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模式的运作与发展研究[J].农业经

济,2019(12):66-67. 

2、王军,龙华.食用菌主题生态旅游区发展规划及建议[J].中国食用菌,2019,38(12):126-

128. 

3、龙华 ,姚裔虎 ,刘凯 .农业物联网技术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J].江苏农业科

学,2019,47(03):177-182. 

4、吕波,龙华.浅谈茶艺表演中的肢体语言及审美[J].思想战线,2011,37(S1):351-352. 

研究领域：创新创业管理、组织心理与行为、涉农企业管理、农产品营销、生态旅游 

联系方式：lh201306@163.com 

mailto:309176691@qq.com


 

王静，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主持科研项目 6 项：国家社科基金在研项目 1 项，地厅级项目 5

项已结题。参与科研项目 10余项，其中：纵向项目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1

项，省院省校合作项目 2项。教改项目：主持教改项目 2项，校级一流本科

课程教改项目 1项，院级课程思政教改项目 1项；论文与著作：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共 2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北大核心 2 篇，EI 收录论文 1 篇；出版

国家级出版社专著 1部。荣誉与奖励：2016年获“红云园丁奖”。 

研究领域：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市场营销 

联系方式：148429492@qq.com 

 

 

岳娅，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 

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20 多项，其中主持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二级子项目

等厅级以上项目 11 项经费共 30 余万元，获云南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决策咨询项目特等

奖。撰写专著 1部，副主编教材 1部，参编 2部，撰写论文多篇。撰写决策咨询报告获云南

省副省长批示。获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奖。 

曾参与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编审工作；受邀参加中国农产品电商峰会发表主题

演讲；近几年在云南省各地区各部门邀请进行了二十多场电子商务专题讲座；是云南省科技

特派员、阿里活水学者理事会理事、中国互联网协会青年专家、高级电子商务师。 

荣获 2021年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带学生参加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互联网+创业大

赛等荣获省级、校级多项，校级优秀指导教师奖。 

 

研究领域：电子商务、智慧农业 

联系方式： 11281904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