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岗位聘用申请表 

单位：  经济管理学院         申请聘用岗位类别：□√专技类  □管理类  □工勤类  

姓 名 余劲 性 别 男 工号 2008117657 
出生 

年月 
1969年 12月 

最后 

学位 
博士 

获得

时间 
2004年 3月 

最后 

学历 
博士 

获得 

时间 
2004年 3月 

现聘专

业技术

职务 

四级教授 
聘用 

年月 
2008年 12月 

现任党 

政职务 
处长 

任职

年月 
2015年 6月 

现岗位 

类别、 

等级 

教师岗位   教学科研  型  四  级/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系列    级/ 

管理岗位    级/工勤技能岗位    级 

申请岗
位类别、
等级 

教师岗位    教学科研     型  三  级/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系列    级

/ 

管理岗位    级/工勤技能岗位    级 

本人 

对照 

岗位 

条件 

自评 

本人符合   三   级岗位第  （1）  、（2） 、（10）   条的申报条

件，申请应聘     三   级岗位。 

                      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任现岗位级别期间履行职责情况 

主要 

岗位 

业绩 

（教师岗位人员围绕完成教学、科研、推广任务及社会服务等方面中的主要业绩填写；

其他岗位人员围绕完成聘期任务中的主要业绩填写） 

 

（1） 教学情况。教学方面承担本科生、硕博士课程的教学工作，每年向农业经济

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讲授《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等课程，并自 2015

年起为博士研究生讲授《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课程，每年授课学时总数在 30学时以

上，教学课件等资料齐全，效果良好，学生评教均为合格。教学态度严谨认真，2015年

获经济管理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14-2017年期间，共指导全日制研究生 27名，博

士研究生 6名，留学生 2名，并按培养计划顺利进行，共毕业硕士研究生 14名。在教学

工作中运用国际先进的教学和管理理念培养本硕博学生，将科研、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并充分利用长期国外留学经历的有利条件，使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联系国外导师

推荐学生到国外攻读学位和联合培养。指导的 8名硕士研究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留学高水平项目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现已顺利毕业回国并在 985、211高校从事教学工

作，2名博士研究生赴日本京都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联合培养。 

（2） 科研情况。长期以来专注于“三农”问题及农村公共政策研究，形成了社会

科学研究的严谨体系和方法，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研，先后完成陕南移民搬迁、农村土

地流转、精准扶贫等学术调查问卷万余份。在此基础上，应用长期学习和掌握的国内外

先进理论，利用取得的一手跟踪数据撰写了科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在此期间立项课题共

8项，到位经费 175.8 万，基于课题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学术论文 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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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SCI期刊 3篇，CSSCI 期刊 8篇，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科学理论依据。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及时转化成为

科学问题，实现科研工作前瞻性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基于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村

土地流转、精准扶贫等问题的长期研究分别形成了国家政策研究报告 7篇，其中 4篇报

告受到国家领导及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实现了科研工作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

起到了新型智库研究人员建言献策的作用。 

（3） 社会服务情况。通过对主持项目的调研，能够及时发现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重

大问题，并通过各种途径上报地方和中央政府，多项报告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领导的批

示，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发展重要问题的重视和警惕，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完

善现有政策并避免政策失误，对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卓著。 

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2014年 3月主持撰写的《关于警惕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

粮化”倾向》获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引起中央领导

的高度重视并在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中采纳所提政策建议。参与撰写的《关于建

立基本粮田制度及其配套措施的建议》再次获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等中央

领导同志批示，并荣获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 2014年度优秀成果奖。 

在陕西移民搬迁方面，2015年主持撰写的《陕西移民的成绩、问题及对策》报告，

获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批示，所提政策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并用于完善移民政策，

为陕西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和推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针对精准扶贫问题，为精确把握经济下行压力下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现状，于

2015年 12月成立课题组并赴全国 8个连片贫困地区开展实地调研。撰写的《高度重视

经济下行压力对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冲击》报告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

主笔的《农业走出去与丝绸之路农业科教联盟的建议》受到农业部韩长赋部长的批示。 

通过主持或承担国家重大科学项目，运用中国实践和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形成符合

中国国情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报告，实现了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并为

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讨提供了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基

础，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运用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先进农业技

术，将中国发展中取得的经验与成果积极传播推广至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于 2016年推动

成立了“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并在近期推动我校与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

家农业高校成立了“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海外人才培养基地”，促进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和交流，为我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农业和经济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 

 

主要科研成果： 

政策建议： 

[1]《关于警惕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倾向》,汪洋、李克强批示，2014,

排名第二 

[2]《关于警惕经济下行压力对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冲击的建议》，李克强批示，

2016，排名第二 

[3]《农业走出去与丝绸之路农业科教联盟的建议》，农业部韩长赋批示，2016，排

名第二 

[4]《关于建立基本粮田制度及其配套措施的建议》，获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

言献策小组 2014 年度优秀成果奖，排名第一 

[5]《陕西移民的成绩、问题及对策》，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批示，2015，排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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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情况 

[1] 《农村公共政策个体风险研判实验及拟合匹配研究——以陕甘鲁豫 1600农户

为例》立项部门：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到位经费：38.4万元； 

[2] 《反贫困视角下生态移民政策的农户响应及经济效应研究》 立项部门：国家自

然基金委员会 到位经费：22.4万元。 

[3] 《经济下行压力下农村精准扶贫及对策研究》 立项部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

部发展研究院 到位经费：30万元； 

[4] 《中日韩三国六次产业政策比较分析——以农业为主》，立项部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  到位经费：20万元； 

[5] 《基于六次产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业转型研究》，立项部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  到位经费：10万元。 

[6] 《秦巴山区精准扶贫模式构建及仿真技术引进》立项部门：陕西省科技厅 到位

经费：10万元 

[7] 《农地适度规模化背景下新型粮食生产体系构建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

发展研究院 到位经费：30万元 

 

发表论文： 

[1] Market Channel Choice and Its Impact on Farm Household Income: A Case Study of 
243 Apple Farmers 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Jap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4, 48(4):433-441.通讯作者. 

[2] Experimental Measure of Rural Household Risk Preference: The Case of the SLCP 
Area in Northern Shaanxi, China[J]. Jap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6, 
50(3):253-265.通讯作者. 

[3] A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 Applied to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 
Statistic Analysis[J]. Sustainability, 2016, 8(11):1082.通讯作者. 

[4] 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动态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4, 33(2):121-128.通讯作者. 

[5]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冲击效应[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5, 15(4):27-33.通讯作者. 

[6] 城镇保障性住房福利效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15(14):56-59.通讯作者. 

[7] 农地流转背景下粮食生产效率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11):78-82.通讯

作者. 

[8] 基于风险与机会视角的贫困再定义[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12):147-153.通讯作者. 

[9]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5):129-137.通讯作者. 

[10]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土地生产率变化研究及展望[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7(4):51-56.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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