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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前景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强国建设和农业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农业基础地位和多功能性凸显，政府、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关于农林经济管理政策和项目的参

与力度加大，对懂“三农问题”的专业人才需求增多。现代

农业专业化、一体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使得从事农业金

融保险、特色农产品加工、物流、贸易的企业及公司不断增

多，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缺口较大。

专业发展

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农林经济管

理专业设立于 1984 年，是学校文科最早的专业之一。1994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3 年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点，2011

年设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2021 年获批山东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2 年获批渔业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现有专业教师 31 名，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2 人；博

士 23 人；首批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团队 1 个；山

东省教学名师 1 人；山东省省级重点人才工程专家 4 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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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创新创业学科导师 1 人。专任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武汉大学、沈阳农

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韩国国立韩巴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

校，呈现学历高、学缘分散、中青年教师比例高的特点，同

时外聘 20 余位国内外著名农业经济领域专家为客座教授，

师资充足，较好满足日常教学和专业发展需要。

近 5 年，教师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在研

科研项目经费 760 余万元，获省部级及地厅级科技成果奖 26

项，多项成果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在 CSSCI、

SCI、SSCI 等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15 部。专业

依托农业经济管理校级重点学科、设备高端精良的省政府财

政专项投资建设的“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省级农村经济

研究所，形成了“本硕博全覆盖”的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应用型、外向型、创新型农林经济管理与农村区域发展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培养目标

青岛农业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矢志三农、

勤奋求实，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的办学特色。根植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立足于服务区域经

济和乡村振兴，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为导向，农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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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专业旨在通过培养知识面较宽、掌握专业知识、熟悉

“三农问题”，熟练掌握现代农业经济分析方法和现代企业

管理方法，具有向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

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

独立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相关问题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素

质专业化人才。

培养特色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紧跟国家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坚

持以人为本和分类培养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设立

“农经创新实验班”，实行分段式、校所双导师制人才培养

模式，采用“小班化+个性化”课堂教学模式与“导师+项目

+团队”的实践教学模式相结合，满足农业农村对多学科背

景、高素质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本专业在加强农业基本经济和管理理论教育的同时，积

极推进教学过程性和实践性改革，强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农业项目管理和农业企业管理的训练。在课堂教学的同时，

开展一定的实践和科研活动，使学生不仅能够担当起宏观的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而且能够胜任微观的企业管理与营销，

“三农”类社会组织的运营管理，以及农业经济的研究、教

学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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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学位

管理学学士

就业方向

学生通过四年专业化、特色化的培养，具备经济管理类

综合知识，就业方向集中在三大类别。

一是到涉农类企业，如大中型农林牧企业、农业合作社、

大型企业公司农业部门等，从事农林产业有关的生产销售、

供应链管理、金融投资、流通贸易、加工运输、科技开发、

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等工作。

二是到政府部门、农业研究机构或大学，从事农业、农

村、农民相关的政策制定、发展研究、经济分析、预测、规

划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三是到经济管理类的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经营

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深造情况

学院设有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涵盖农业

管理、农村发展、国际商务、会计等四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

点，设有渔业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每年约有 20%

左右的本科生在本校，或前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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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海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

继续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