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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林简历

一、基本情况：

二、主讲过和正在主讲的课程：

本专科：

过去承担课程：

1.技术经济

2.农业技术经济

3.乡镇企业技术经济

4.生态经济学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6.财政与金融

正在承担课程：

1.农业项目投资评估

2.投资项目评估

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博硕士研究生：

过去承担课程：

1.发展经济学

正在承担课程：

1.农业项目投资评估

2.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工程经济学

三、受教育和任职经历：

1．1985 年 9 月-1989 年 7 月，在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系草业科学专业学习，获得学士

学位；

2．1992 年 9 月-1993 年 7 月，在内蒙古农牧学院农业经济及管理专业助教进修班学习；

3．1995 年 9 月-1998 年 7 月，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及管理专业学习，

获得农学硕士学位；

4．1999 年 6 月-2000 年 3 月，在日本岡山大学环境理工学部环境经济专业学习；

5．2002 年 4 月-2005 年 3 月，在日本岡山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科资源管理科学专业区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66 年 7 月

最后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硕士生导师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建东街 275 号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电话：0471-4306288（办），

E-mail: fl_dimau@aliyun.com

mailto:fl_dimau@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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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方向攻读博士研究生，获得农学博士学位；

6．2005 年 4 月-2005 年 9 月，从事日本岡山大学环境理工学部环境经济讲座研究员工

作；

7．1989 年 7 月至 1991 年 7 月，在内蒙古农牧学院任助教，1995 年晋升讲师，2001 年

晋升副教授，2008 年晋升教授.

8．2003 年被聘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硕士生导师；2005 年被聘为区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

至今.

四、主要研究领域：

农牧业经济管理与农牧区可持续发展：草原畜牧业经济及管理；草原牧区可

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奶业经济

五、发表论文：

1．杜富林.草原根蘖性植物形成规律及其分类的研究[J].内蒙古草业,1994(3):54-58.

2．包玉海,杜富林.小流域类型分类及洪水影响因素分析[J].内蒙古水利,1995

(1):36-38.

3．杜富林.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J].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96(17):111-115.

4．呼尔查,杜富林.我国农产品价格问题的研究（蒙）[J].内蒙古科技,1998(6):34-38.

5．杜富林,呼日查.浅谈知识经济的认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1998(5):59-61.

6．杜富林,杨海明.加快我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几点想法[J].内蒙古科技与经

济,1999(3):17-18.

7．杜富林.加快我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几点想法[J].世纪丰碑（改革与发展系列丛

书）[C],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672-674.

8．杜富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蒙）[J].内蒙古科技,1999(2):18-20.

9．李俊,杜富林.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J].内蒙古农牧学院学

报,1999(2):108-110.

10． DU FU LIN, BAO YU HAI.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Grassland Resource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nimal Husbandry[J].21 世

纪中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392-396.

11．杜富林,吴宪.保护耕地资源实现我区农业可持续发展[J].前沿,2000(4):19-24.

12．原英,杜富林.谈苏尼特右旗的产业结构调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0(4):91-93.

13．杜富林.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部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C],

中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2000 年 7 月:202-204.

14．杜富林.草地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用における問題、要因と課題[J].環境理工系外国

人留学生による国際コロキアム,2002 年:32-43.

15．包利民,杜富林,原英.内蒙古草原牧畜業可持続発展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

题,2002(增刊):34-36.

16．杜富林,品部義博.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農業動向と退耕還林還草政策[J].岡山大学

環境理工学部研究報告,2004(9):14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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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杜富林 .退耕還林還草政策の展開と地域農業の変化[J].地域地理研

究,2004(9):18-29.

18．北村修二,品部義博,杜富林.岡山県における ISO14001 認証所得企業の環境問題へ

の取り組みと課題[J].岡山大学産業経営研究会研究報告書,岡山大学産業経営研

究会,2004 年:1-31.

19．杜富林.中国の環境問題[J].季刊中国,2005(80):56-64.

20．杜富林.内モンゴル牧畜業における持続可能な草地利用の形態と課題[J].地域地理

研究,2005(10),61-74.

21．杜富林.日本における環境保全型農業の現状と取組[J].中国北方环保型农牧业与循

环经济[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 月:135-145.

22．姚凤桐,刘秀梅,田洁,杜富林等.基于农户家计调查的呼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构

想[J].内蒙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研讨会论文集[C],2006 年 11 月:136-141.

23．杜富林,包庆丰.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中国林业技术经济理

论与实践论坛[C],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87-93.

24．鬼木俊次,根鎖,杜富林等.内モンゴルフンシャンダク沙地における牧畜経営と草地

の保全[J].日本農業経済学会論文集[C],日本農業経済学会,2007 年度:460-467.

25．杜富林.黄河上中游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2008(4):86-90.

26．杜富林,根锁,小宫山博,鬼木俊次,浑善达克沙地牧户经营与草地变化的实证分析

[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5):192-196.

27．皇宇艳,杜富林.伊利集团奶业产品市场运作的现状及管理对策[J].企业经

济,2008(3):101-104.

28．田颖,杜富林.鄂尔多斯市发展养羊业的 SWOT 分析及对策建议[J].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3-102.

29．杜富林.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超载过牧现状分析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8(4):82-83.

30．杜富林.浑善达克沙地牧户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08（增

刊）:74-77.

31．杜富林,田洁,包慧敏.草地保护利用制度的调查研究[J].乡镇经济 2008(7):29-33.

32．杜富林.浑善达克沙地草地放牧制度和特殊经营管理行为的研究[J].中国草地学报

2008(6):106-112.

33．鬼木俊次,根鎖,杜富林等.内モンゴルシリンゴル草原における人口圧、放牧圧およ

び牧畜管理[J].日本農業経済学会論文集[C],日本農業経済学会,2008 年

度:424-431.

34．杜富林.草原牧区牧户草地利用的实证研究[J].东北亚干旱地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

发研究[C],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 2 月:26-37.

35．敖敦高娃,杜富林,田颖.生态移民工程对迁移牧民收支的影响分析[J].东北亚干旱地

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发研究[C],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 2

月:221-230.

36．董悦晖,杜富林.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业应提升产业化水平[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2009(1):88-91.

37．敖敦高娃,杜富林,胡日查.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内蒙古财经

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2):41-45.

38．敖敦高娃,杜富林,田颖.锡林浩特市生态移民搬迁前后收支结构的比较[J].内蒙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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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9-41.

39. 田颖,杜富林,敖敦高娃.内蒙古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引致的医疗供需变化分析

[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2-44.

40．杜富林,小宫山博.内モンゴル半農半牧地域における農牧畜業の動向[J].中国北方

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371-394.

41．杜富林.内蒙古草原牧区超载过牧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第十届全国畜牧业经济

理论研讨会暨首届全国畜牧业发展论坛论文集[C],2009 年 10 月:251-259.

42. 王磊,杜富林.锡林浩特市奶农生产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内蒙古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62.

43．小宮山博,杜富林,根锁.中国・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酪農経営の実態--フフホト市近

郊酪農家を対象に（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airy farm management in Inner

Mongolia, China）,農業経営研究（Japanese journal of farm management）,日

本農業経営学会 / 日本農業経営学会編,48(1) (通号 144) [2010.6] :95～100.

44．田洁,赵益平,杜富林,张立,姚凤桐.内蒙古乳制品品牌危机预警机制研究[J].内蒙

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81-83.

45．李圆圆,杜富林,牧原.保护草原生态,促进内蒙古畜牧业可持续发展[J].东北亚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29-41.

46．徐丽丽,杜富林,鬼木俊次.锡林郭勒盟畜产品销售渠道及对策[J].东北亚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241-250.

47．王兴旺,杜富林.从散户到奶联社的奶业经营发展模式研究[J].东北亚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305-317.

48．杜富林等.浑善达克沙地牧户经营现状分析与新牧区发展对策[J].北方经

济,2011(9):16-18.

49．杜富林.一部研究草原牧区政策的力作——《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以内

蒙古为例》评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23-224.

50 ．王兴旺 ,杜富林 ,高民 .奶农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J]. 畜牧与饲料科

学,2012(5-6):94-96.

51 ． 杜富林 . 内蒙古奶业经营模式演进及其问题研究 [J]. 内 蒙古社会科

学,2012(5):122-126.

52．杜富林.现代草原畜牧业现状与未来[J].第十二次全国畜牧业经济高峰论坛论文集

[C],2013 年:76-88.

53．杨威,杜富林.“七个一”生态家庭牧场经营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3(10)

54．达布希拉图,杜富林（通讯作者）.克什克腾旗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4(10):3-5.

55．陈小方,李主其,杜富林.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问题的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

济,2014(21):3-6.

56．石双,刘志娟,李圆圆,杜富林.基于博弈分析法的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供需分析

[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4-18.

57．刘志娟,石双,杜富林.羊绒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4(6):32-36.

58．陈小方,李主其,杜富林（通讯作者）.农村耕地“三权分置”发展方向研究----以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权属变革为切入点[J].中国行政管理,2015(3):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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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杜富林,刘志娟.内蒙古自治区羊绒产区结构变动及成因分析[J].中国畜牧杂

志,2015(8):32-37.

60．陈小方,杜富林（通讯作者）.欧洲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主要

以北欧的丹麦为例进行分析[J].世界农业,2015(6):17-20.

61．杜富林,鬼木俊次,Dagys Kadirbyek.中国与蒙古国草原畜牧业经营比较研究[J].

世界农业,2015(8):157-161.

62．杜富林,丽丽,杜娅茹.牧民对极端气候风险的感知与适应对策实证研究——基于内

蒙古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牧户调查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9):132-137.

63．杜富林,包青海.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牧区主要矛盾及解决对策[J].内蒙古社会

科学（蒙）,2015(4):5-7.

64．根锁,周狄楠,鬼木俊次,杜富林. 基于 ELES 模型的锡林浩特市牧户消费结构的实证

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9):33-38.

六、出版教材和专著：

1．主编，《畜牧业经济管理学》（蒙），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 年 9 月.

2．参编，《经济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生教材），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 年 4 月.

3．参编，《自然科学基础》（蒙），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4．参编，《农牧民适用技术手册》（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 月.

5．副主编，《农业经济学》（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

6．主编，《畜牧业经营管理学》（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

7．主编，《东北亚干旱地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发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 2 月.

8．编委，《蒙古学百科全书》（经济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9 月.

9．主编，《东北亚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

10．参编，《世界奶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11．参编，《中国农业成果》，蒙古国出版,2014 年 12 月.

七、已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

一、结题项目

1．编委，《蒙古学百科全书－经济卷》（00EMZ001）（1999-2006），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参加“退耕还林对当地生态影响案例分析”（2001.3-2001.12），中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课题，世界银行项目.

3．参加“日本国岡山县 ISO14001 认证企业的环境保全问题的研究”（2003-2004），

岡山县研究基金项目.

4．主持“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1999-2001），高等学校青

年基金项目.

5．参加“达茂旗牧户经营模式研究”（1994-1996），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项目.

6．主持“牧户草地利用方式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0515）（2006.1-2007.12），

内蒙古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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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方主持“东北亚干旱地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发研究”（A2-31312000）

（2006-2011），中日合作项目.

8．主持“不同草地类型区域牧户经营与新牧区发展模式研究”（06XMZ025）

（2006.7-2008.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9．主持“浑善达克沙地环境友好型牧户经营模式研究” （BJ05-20）（2007-2009），

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10．参加“鄂尔多斯现代农牧业评价”（2009-2010），鄂尔多斯市政府委托项目.

11．主持“内蒙古不同区域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研究”（20120610）（2012-2013），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12．子课题主持“科尔沁蒙古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2011-2013），内蒙古自治区团

委项目.

13. 主持“内蒙古牧区草场经营体制创新研究”（BJXM2013-33）（2013-2014），国家

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

14．中方主持“东北亚干旱草原地区应对极端气候风险的农牧业系统开发研究”

（A2-31312000）（2011-2016），中日合作项目.

二、在研项目

1．子课题主持“国家奶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CARS-37）（2011-2015），现代农业(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资助.

2．主持“新型牧区畜牧业经营主体构建与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研究”（15XMZ094）

（2015.7-2018.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主持“锡林郭勒盟“十三五”时期现代畜牧业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锡林郭勒盟行

署.

4．参加“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2015-2017), 国际合作项目.

5．参加“西部社会转型加快进程中的游牧文化保护研究”（11XMZ030），2011 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八、专业获奖：

1．“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2000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优秀奖各一项.

2．“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2000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3．《畜牧业经济管理学》（蒙），获 200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

4．2000 年被评为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科技标兵.

5．“退耕還林還草政策の展開と地域農業の変化”，2006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三等奖.

6．“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006 年获中国林业经济学会技术经济

专业委员会优秀学术论文.

7．“《农业经济学》（蒙）”，2008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杜富林简历 2015年 11月 18日修改

7

九、会员资格与科研机构任职：

1．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2．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3．中国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4．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理事.
5．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会员.
6．日本地域地理科学会会员.
7．日本蒙古学会会员.

十、学术会议：

1．2003 年 6 月 29 日，日本地域地理科学会年会作“退耕還林還草政策の展開と地域

農業の変化”的学术报告.（日本岡山大学）

2．2004 年 8 月 29 日，岡山日中友好協会年会作“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草原退化・砂漠

化問題”的 学术报告.（日本岡山市）

3．2004 年 11 月 20 日，日本モンゴル学会年会作“内モンゴル牧畜業における持続可

能な草地利用の形態と課題”的学术报告.（日本岐阜大学）

4．2005 年 2 月 13 日，以“中国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持続可能な牧畜業に関する研究”

为题作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日本岡山大学

5．2008 年 3 月 3 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合办的“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呼和浩特）

6．2008 年 4 月 13 日，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主办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

2008 年年会暨“三牧”与“三化”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呼和浩特）

7．2008 年 5 月 25 日，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财经

学院、日本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合办的“东北亚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发”

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呼和浩特）

8．2008 年 7 月 6日，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主办的“生态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学术研讨

会暨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作学术报告.（呼和浩特）

9．2008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农业大学、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合办的“世

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畜牧业的方向”中日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北京）

10．2008 年 11 月 19-22 日，日本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蒙古国立农业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合办的“ JIRCAS-MSUA-IMAU joint worksho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gro-pastoral system in Northeast Asia”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学术

报告.（蒙古国乌兰巴托）

11．2009 年 10 月 15-16 日，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

十届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研讨会暨首届全国畜牧业发展论坛”作学术报告.（沈阳）

12．2010 年 7 月 25 日，内蒙古农业大学、日本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蒙古国立农业大

学、合办的“ JIRCAS-MSUA-IMAU joint worksho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gro-pastoral system in Northeast Asia”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学术

报告.（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岁大酒店）

13．2010 年 9 月 4-5 日，内蒙古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评估项目第一次省级研讨会）作学

术报告.（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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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2 年 11 月 21 日，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学术研讨会作报告.

15．2013 年 4 月 25 日蒙古高原环境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作报告.（内蒙古师范大学）

16．2013 年 8 月 11 日-13 日第十二次全国畜牧业经济高峰论坛作报告.（新疆昌吉市富

康）

17．2013年 10月 19-22日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作报告.

（河北石家庄）

18．2014 年 3 月 3-8 日日本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蒙古国立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

学合办的 Workshop of the Grass RISK project“ Development of resilient

agro-pastoral systems against the risk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arid

grasslands in Northeast Asia ”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蒙古国乌兰巴托）

19．2014 年 4 月 14 日中蒙学士研讨会作报告.（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014 年 7 月 4 日草原牧区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作报告.（内蒙古大学经管

学院）

21．2015 年 1 月 20 日中蒙学术交流会作报告（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2．2015 年 2 月 3 日中国第十五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暨内蒙古少数民族研究会年会作

报告.（呼和浩特内蒙古饭店和仕奇会所）

23．2015 年 8 月 9-12 日首届欧亚牛羊产业经济与技术论坛作报告.（新疆昌吉市奇台

县）

24．2015 年 10 月 12-13 日中蒙俄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作报告.（二连）

25．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日中日蒙学术研讨会作报告.（乌兰巴托）

26．2015 年 12 月 12 日内蒙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作报告.（赤峰学院）

十一、教学质量工程：

编制完成了《农业项目投资评估》、《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工程经济学》教学大纲、教

学课件.

十二、其他：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自主选课培训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科技厅、内蒙古经信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内蒙古财政厅

和呼和浩特市财政局采购中心评审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