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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凤君

姓        名   卢凤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年8月 籍        贯   吉林

民        族   汉 学        位   博士

职        称   教授 职        务   

传        真   010-62336342(O) 办公电话   010-62336342(O)

所  属  系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

E--mail   fj_lu@263.net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108信箱，邮编：100083

研究方向
  管理创新思想方法，企业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涉农产业链发展战略和供应链管理，区域产业

和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战略与规划。

 个人简历 

 

（一）教育状况 

    1989.03－1992.12，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获博士学位 

1983.09－1986.07，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获硕士学位 

1979.09－1983.07，  吉林农业大学读大学本科，           获学士学位 

（二）工作经历 

1996.12－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导 

1992.07-1996.11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村发展所     副教授 

1989.03-1992.06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村发展所     讲师 

1986.07-1989.02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村发展所     助教

   

 著作论文 

（一）主要著作 

1. 涉农企业创新方法 2010年11月出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一著者/主编  

2. 生猪健康养殖体系培建的系统分析 2008年10月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一著者/主编  

3. 区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成功之路??集聚与升级 2008年8月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一著者/主编  

4. 中国农村改革：过去与未来 2008年9月 中国农业出版社 参编  

5. 中国农业政策分析与政策支持研究 2007年12月 科学出版社 参编  

6. 《电力市场》第二版（教材） 2007年1月 中国电力出版社 参编  

7. 中国青年创新论坛中关村论坛（1－12） 2002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 参编  

8. 走向县域可持续发展（陆良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1999年 科学出版社 副主编  

9. 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农业发展关系研究 1997年 科学出版社 参编  

10.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机化优化 1992 中国科学与技术出版社 参编  

11. 大别山区综合发展战略研究 1992年 中国机械出版社 参编  

12. 区域系统规划设计的理论和应用 1991年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主编  

13. 人类系统生态 1990年 中国科学与技术出版社 参编  

14.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与未来研究 1990年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参编  

15. 计量经济方法在中国的应用 1986年 中国展望出版社 参编 

（二）主要论文 

1． 卢凤君，王刚毅，彭涛，单福彬.战略联盟主导的生猪健康养殖产业链组织模式下基于企业的风险分担博弈分析.中国软科学.2010.12(增

刊) 

2． 刘晴，卢凤君，张琳，吴慧曼，刘?洪.中国涉农企业创新人才的需求与培养.中国农学通报.2010.11 

3． Wang Gangyi,Lu Fengjun,Peng Tao,Shan Fubin.The revenue sharing game analyze based on price under order-driven healthy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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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g of pig industry Chain organization pattern.Agricultural Reformation and Rural Progressing-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Ch

ina Agriculture System Engineering Society 2010.aussino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ISTP）.2010.10 

4． 卢凤君等.张掖市高档肉牛地方类群培育的路径和模式.中国畜牧兽医.2010.11 

5． 卢凤君，张敏，赵善陶，张琳，王庆革.我国农业园区的理论困惑和理论创新.中国农业园区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

0.9

6． 张琳，卢凤君，赵善陶，万海山，唐波涛.我国农业园区战略转型与服务价值链构建.中国农业园区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10.9 

7． 卢凤君，张琳，赵善陶，王庆革.农业科技园区价值链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北京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和北京国际鲜花港为

例.中国农业园区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9 

8． 彭涛，卢凤君．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形成与控制的系统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9． 张琳，卢凤君，魏志平，杨兆敏．提升吐鲁番特色农产品工贸产业的战略思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10． 卢凤君， 张敏，刘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技术与价值创新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经济研究参考.2008.6 

11． Liu Qing，Lu Fengjun．Conflict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of China Agricultural Chain?The Case Study of “Wen’s” Cultivation S

ervice Value Chain.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isk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CRMEM 2008国际会议论文.2

008.11

12． Zhang Lin，Lu Fengjun．Rea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Agricultural Sci-tech Park.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

e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国际会议论文.2008.10 

13． 卢凤君，彭涛，刘晓峰，朱鹤岩，卢凤林．生猪健康养殖业发展的战略思考.江西养猪.2008.7 

14． 卢凤君，彭涛，张琳，刘晴．通货膨胀和货币从紧政策对2008年我国养猪业的影响．猪业科学．2008.3 

15． 卢凤君，张敏，赵善陶，张琳，王庆革．我国农业园区的理论困惑和理论创新.第八届中国农业科技园区论坛论文集.2008.10 

16． 张琳，卢凤君，赵善陶，万海山，唐波涛．我国农业园区战略转型与服务价值链构建.第八届中国农业科技园区论坛论文集.2008.10 

17． 卢凤君，刘晴，张琳，孙君社，张敏．农业科技园区价值链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第八届中国农业科技园区论坛论文集.2008.10 

18． 卢凤君，张琳，赵善陶，王庆革．我国不同类型农业园区演化的路径和问题及解决对策.第八届中国农业科技园区论坛论文集.2008.10 

19． 刘小丽，卢凤君．中国能源消费与各产业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12 

20． 卢凤君，刘晓峰，彭涛，卢凤林． “五类”生猪养殖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国畜牧杂志.2007.12 

21． 张敏，卢凤君，朱明.中国区域方便面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农业工程学报. 2007.7 

22． 卢凤君，刘莉，张琳.提升我国生鲜猪肉供应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战略思考.农业工程学报（增刊）. 2007.S2 

23． 卢凤君，赵大晖， 李兴起，马瑰芳.提升我国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效益的决策分析框架及应用.华东经济管理. 2007.5 

24． 刘小丽，卢凤君.我国节能降耗问题探讨.集团经济研究. 2007.4 

25． 纪慧生，卢凤君.基于知识网络的企业竞争力分析.集团经济研究. 2007.9 

26． 纪慧生，卢凤君.企业知识网络研究综述.现代商业. 2007.9 

27． 张敏，卢凤君，刘晓峰.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商场现代化. 2007.3  

28． 张敏，卢凤君.五棵树镇农产品加工业升级研究.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7.3 

29． 高风雷，卢凤君，刘侃，叶剑.基于公平的组织和员工价值关系评价体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6 

30． 孙瑜，卢凤君，朱琳， 周飞跃.技术标准与科技研发关系状况评价研究.农业技术经济. 2007.1 

31． 刘小丽，卢凤君.中国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工业技术经济. 2007.9 

32． 11.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novation and Pe

rformance Management.国际会议论文. 2007.10 

33． Based on Knowledge Network High-tech Enterprise R&D Capacity Growth 2007 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novation and P

erformance Management.国际会议论文. 2007.11 

34． 高风雷，卢凤君，叶剑.试论中小型软件企业研发能力培育和提升.教育科学探索（经济学专辑）. 2007.4 

35． 卢凤君，刘莉，彭涛.我国畜禽养殖小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中国禽业导刊. 2007.11  

36． 卢凤君，刘莉.提高猪肉品牌影响力，减少生猪产业价格波动损失.猪业科学. 2007.1 

37． 卢凤君.猪业市场的波动分析.中国猪业. 2007.6 

38． 卢凤君，刘莉，杨兆敏.吐鲁番葡萄干产业品牌价值提升问题与对策.新疆农垦经济. 2007.2 

39． 卢凤君，彭涛，张琳，朱俊峰.琉璃河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战略思考.都市型现代农业与都市农业学科群建设会议论文集.2007.12 

40． 卢凤君，陈燕红，张琳，张敏.顺义区典型村庄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战略思考.都市型现代农业与都市农业学科群建设会议论文集.200

7.12 

41． 张琳，卢凤君，刘香宁.顺义区龙湾屯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战略思考.都市型现代农业与都市农业学科群建设会议论文集.2007.12 

42． 卢凤君，刘晓峰，彭涛，卢凤林.五类生猪养殖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及比较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养猪30年纪念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2007.1

1

43． 高风雷，卢凤君，叶剑.中小型软件企业建设扁平化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科学时代，2006年4期。 

44． 卢凤君，刘莉，张琳．提升我国生鲜猪肉供应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战略思考．农业工程学报，2006.12 

45． 刘莉，卢凤君，张琳．我国速冻食品企业的战略行为分析．中国冷冻冷藏食品，2006（2） 

46． 刘晓峰，卢凤君，赵大晖．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规律．世界农业，2006（10） 

47． 李丹，卢凤君，朱鹤岩．养殖小区标准化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中国畜牧杂志．2006（23） 

48． 卢凤君，王元宝，施正香．云南省生猪产业链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国畜牧杂志．2006（14） 

49． 卢凤君, 赵大晖, 刘晓峰．我国涉农产业链发展的阶段差异性特征及其启示．华东经济管理，2006（6） 

50． 王元宝，卢凤君，刘晓峰．基于食品安全保障的生猪养殖组织形态及其演化分析．畜禽业，2006（7） 

51． 卢凤君，张琳，刘晓峰．国内外生猪产业链的对比分析．猪业科学，2006（2） 

52． 彭 涛，卢凤君，刘清水．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中国科技论坛，2006（2） 

53． 李晓红，卢凤君.浅谈中高档猪肉生产及价值创造特性.中国畜牧杂志，2005（6） 

54． 李晓红，卢凤君. 养猪专业户投资规模确定的模型建立. 农村经济，2005（增） 

55． 宋楚平，卢凤君，刘晓峰. 尉氏县棉花产业链战略问题分析. 江西棉花，2005（6） 

56． 樊昕烨，卢凤君，郑志安.我国速冻食品行业标准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冷饮与速冻食品工业，2005（4） 



 

57． 卢凤君，周飞跃.中药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 世界科学技术，2005（3） 

58． 柳帅，杨晓耘，卢凤君.我国方便面行业的市场分析. 现代管理科学，2005（增） 

59． 樊昕烨，卢凤君.河南省尉氏县鸭产业链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中国禽业导刊，2005（9） 

60． 卢凤君，樊昕烨. 基于价格-质量价值模型的速冻食品行业价格竞争原因探究，2005（增） 

61． 卢凤君，张琳.涉农企业竞争力评价的难点问题及解决途径.农业技术经济，2005（增） 

62． 李晓红，卢凤君. 我国猪肉产业链投资模式现状及变迁动因分析. 黑龙江畜牧兽医，2005（4） 

63． 孙世民，卢凤君，叶剑. 我国优质猪肉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 中国畜牧杂志，2004（11） 

64． 孙世民，卢凤君，叶剑. 优质猪肉供应链中养猪场的行为选择机理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运筹与管理，2004（5） 

65． 孙世民，卢凤君，叶剑. 优质猪肉供应链企业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条件研究.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4（4） 

66． 叶剑，卢凤君，孙世民. 猪肉工贸企业在北京市场实施生鲜猪肉品牌战略的思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67． 卢凤君，孙世民，叶剑. 基于提升产业标准水平的我国猪肉产业链组织发展战略.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论文

集，浙江杭州，2004年2月 

68． 寇平均，卢凤君.农产品拍卖交易方式在我国推行的适应性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8）：18-23 

69． 苏文凤，卢凤君，陈宏明.电力企业财务诊断分析与方法研究. 经济师.2003 (5):178-179 

70． 苏文凤，卢凤君，卫春增，陈宏明.电力企业效绩评价决策支持系统设计研究.现代电力，2003.7(3-4):123-128 

71． 孙世民，卢凤君，叶剑.国外猪肉质量保障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技术经济.2003(4):45-48 

72． 电力企业财务诊断研究. 当代财经. 2003（增）：214-216 

73． 卢凤君，孙世民，叶剑.高档猪肉供应链中加工企业与养猪场的行为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8(2) :90-94 

74． 卢凤君，冯毅.高科技企业竞争的网络特征及其对策. 科学管理研究.2003.2(1):65-67 

75． 陈宏明，卢凤君，苏文凤.企业集团内部效绩评价体系模式研究??以电力企业集团为例.会计研究.2003.3 

76． 陈宏明，苏文凤，卢凤君.电力企业内部效绩评价模式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3.1：105-107 

77． 黄世伟，卢凤君，孙世民.农业科技园区的规划思路及规划内容??长春农业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8卷第4期 

78． 孙世民，卢凤君，叶剑.高档猪肉供应链内部协商价格的研究.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3.5（2）：109-111 

79． 猪肉供应链中公司与农户的行为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2 

80． 卢凤君，叶剑，孙世民.大城市高档猪肉供应链问题及发展途径.农业技术经济.2003（2）：43-45 

81． 阎华红，卢凤君.企业投资效果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03.2 

82． 苏文凤，陈宏明，卢凤君.电力企业财务效绩评价体系构建方法研究.经济师.2003（1）：164-165 

83． 卢凤君，寇平君，陈雄烈.我国农产品市场主体结构变异及其回归策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3（1） 

84． 彭莹莹，卢凤君，孙世民种业公司提升核心能力的途径研究.现代化农业（），2002（11） 

85． 寇平均，卢凤君，沈泽江.构建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模式的战略性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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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WBIAE200311）的子课题《中国农业企业竞争力子系统》.世界银行资助项目.主持人.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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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连市农产品加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子课题《大连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 大连市政府委托课题.主持人.2005 

43． 36. 《云南省开远市涉农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云南省开远市政府委托项目 主持人.2005 

44． 《中储粮北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的子课题《中储粮北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企业委托课题.主持人.2005 

45． 河南省开封市涉农产业链战略规划.河南省开封市政府委托项目.主持人.2004-2005 

46． 绿色畜产品（猪肉）生产安全控制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浙江省科技厅委托课题.主要参加人.2003-2005 

47． 涉农企业管理的调查研究与案例教学.中国农业大学教改项目.主持人.2005 

48． 《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的子课题《技术标准与科技研发协调发展战略》.国家攻关课题.主要完成人.2003-2004 

49． 《农业结构良性调整与产业化经营》（70133001）的专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及创新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主持人.2002-2004 

50． 云南省生猪产业链发展规划.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课题.副主持人.2004 

51． 云南省红河州桑椹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云南省科技厅委托项目.主持人.2004 

52． 大城市郊区生猪产业组织创新研究（7027105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持人 2003 

53． 中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大项目子项目.项目负责人 2002.12－2004.03 

54． 湖南省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效绩评价.与诊断湖南省科委.湖南省科委.第二主持.2002.01－2002.12 

55． 湖南省电力企业效绩评价与财务诊断研究.企业委托.第二主持.2001.12－2002 12 

56． 远古投资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委托.主持.2002.1－2002.06 

57． 仁创集团公司管理问题诊断.企业委托.主持.2001.3－2001.12 

58． 用友集团公司大客户部培育核心能力战略与规划.企业委托.主持.2001.6－2001.12 

59． 长春农业高科技产业园区研究.地方政府委托.主持.2001.06-2001.12 

60． 天津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可行性研究.地方政府委托.第二主持.2000.03 －2000.09 

61． 宝坻生猪产业化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委托.主持.2000.01－2001.12 

62． 阳城农业发展战略规划.地方政府委托.第二主持.2000.01－2000.12 

63． 烟台创汇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可行性研究.地方政府委托.参加.1999.12－2000.05 

64． 乡镇企业集团财务风险防范的机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1999.01－2001.12 

65．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培育系统的建设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主持  

66．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评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二完成人.1998.01－2000.12 

67． 北京星光集团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划.企业资助课题.主持.1998.10－1999.12 

68． 云南陆良县21世纪议程研究.地方政府委托.第三完成人.1996.10－1997.12 

69． 市场调节与政府粮食生产机制的研究.教育部霍英东青年科研基金.主持.1994.01－1996.12 

70． 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1993.01－1995.12 

71． 中国农村发展支撑体系的研究.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第三完成人.1992.01-1994.12 

72． 中国星火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科委.主要完成人.1990.01－1991.12 

73． 大别山区综合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科委.主要完成人.1988.01－1990.12 

74． 农业机械化评价方法研究.农业部.主要完成人.1989.01－1990.12 

75． 山西省农机化发展战略和对策研究.山西省科委.主要完成人.1987.01－1989.12 

76． 大丰生态县规划研究.国家环保局.主要完成人.1987.01－1989.12 

77．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化研究.国务院农研中心.主要完成人.1987.01－1988.12 

78． 区域系统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资助课题.主持.1987.01－1989.12 



79． 山西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山西社科院.主要完成人.1985.01－1986.12

  

 教学工作 

 

（一）主讲过的课程 

为博士研究生：主讲过系统分析、产业经济学、战略管理等课程； 

为硕士研究生：主讲过系统分析与建模、决策分析、西方经济学、企业经营战略等课程； 

为  本 科 生：主讲过社会调查研究原理与方法、西方经济学、预测与决策方法、涉外企业管理、关贸总协定、管理学原理、国际贸易、人力

资源管理等课程。 

（二）研究生培养 

培养毕业研究生83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9名，硕士研究生40名，MBA研究生18名，MPA研究生6名；截止到2011年，指导的在读研究生12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7名，硕士研究生3名，MBA研究生3名。 

毕业博士研究生：赵大晖，田德录，许彪，闫华红，孙世民，苏文凤，寇平均，周飞跃，李晓红，刘丽，高风雷，李瑾，张敏，刘晓峰，刘

小丽，纪慧生，张琳，彭涛，毕玉平 

毕业硕士研究生：白宏遐，何发，刘革委，胡飞军，郑晓梅，李道亮，李科，王隆建，刘小乐，魏涛，高?媛，于跃峰，刁玉鹏，王文信，

冯毅，王宏，张咸胜，张广宇，邢洪旺，彭莹莹，欧阳忠，叶剑，卫春增，孙瑜，王凤丽，宋楚平，王元宝，柳帅，张月明，梁立群，刘

莉，陈优生，严凌，佟继旭，韩绣霞，刘侃，杨文利，李雪莹，陈燕红，梁瑞龙 

毕业MBA：黄晓英，李建成，谭钧，魏波，谭相刚，张诗华，张国林，高琳玉，陈学政，韩红伟，刘毅，马风涛，姜志杰，汪洋，李晓歌，

莫文斌，范芳荣，舒克新，杨新民 

毕业MPA：李卫东，马永青，王文虹，李罡，张涛，韩俊杰 

在读研究生：博士??刘晴，李汇，单福彬，金琰，王刚毅，赵长青，吴慧曼；硕士??王晶，毛鑫，肖宁静；MBA??李甜甜，徐祖苗，余俊

  

 奖励及其他 

 

（一）个人奖励 

1.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学二等奖获得者（1990） 

2. 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候选人（1992） 

3.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 

4. 霍英东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获得者（1994） 

5. 中国农业大学香港崇正总会教育基金奖获得者（1997） 

（二）科研成果获奖 

1. 1989年参加完成的“大丰生态县规划研究”课题获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2. 1989年参加完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化研究”课题获国务院农研中心科研进步一等奖。 

3. 1990年参加完成的“山西省农机化发展战略和对策研究”课题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4. 1990年参加完成的“大别山区综合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5. 1992年参加完成的“中国星火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6. 1995年申请的“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课题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为优秀项目。 

7. 2001年参加完成的“县域可持续发展管理理论及其应用”课题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8. 2001年参加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评估”课题获中国机械协会科技水平三等奖。 

9. 2004年参加完成的“湖南省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绩效评价”课题获湖南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0. 2007年参加编写的“《电力市场》第二版”被中国电力教育协会评为电力行业精品教材。 

（三）2010年学术和社会活动 

11. 设施农业发展战略升级路径研讨会，中国农业大学国际会议中心，2010.04.17  

12. 健康养殖模式推介、研讨会 "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协会健康养殖分会，山东省济南市畜牧局，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政府，山东济阳201

0.05.17

13. 2010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哈尔滨，2010.07.23-25  

14. 2010年中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年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威海，2010.07.29-30  

15. 第十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和昆明市农业局，昆明，2010.09.08-11  

16. 首届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论坛，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学会筹备委员会，中国农业大学，          2010.10.23  

17. 2010中国农业产业化年会暨中国农业企业家高峰论坛，中国农学会农业产业化分会，重庆，2010.12.04-05  

18. 创新方法研究会年会，创新方法研究会，北京，2010.12.09-10  

19. 2010年被邀请在新农村建设、三农、企业等方面相关的讲座和报告超过15次，听取讲座和报告的各级政府干部、企业经理、企业员工和

相关技术人员等合计超过1000人；给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咨询40余次；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10余次；考察调研地点

包括北京郊区、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湖北、云南等省市区。 

（四）社会兼职 

1. 青海省人民政府顾问 

2. 农业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3. 中国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 

4. 中国农学会产业化分会副秘书长 

5. 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常务理事 

6. 农业工程学会理事 

7.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8. 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 

9.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委 

10.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学科项目评审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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