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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探析 *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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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农业高校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意义入手,阐述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高校培养高质量

人才的重要选择,寻求特色发展是农业高校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推进学科交叉是实现农业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剖析了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实践做法,总结出四大特色:依

托农科优势,不断整合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家学者的对接机制,营造学科交

叉氛围;设立学科交叉发展基金,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导向机制;瞄准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积极开展交

叉学科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坚持以农业生产实践问题为导向,求解

现代农业和“三农”问题的基本答案;进一步推进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促使交叉研究跨上新的台阶;不断创新特

色发展之路,增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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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高校原隶属于农业管理部门,又以服务农

业为基本定位,普遍存在着传统农业学科优势较强

而其他门类学科较弱且学科结构比较单一的状况。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底蕴不足

成为制约农业高校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办学实

践中,如何正确定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人

文社会科学在提升学校综合实力中的重要作用,是
农业高校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大学必须思考的重大

课题。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分析其基本做法,
以期探讨农业高校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发展的科

学路径。

  一、农业高校亟待推进人文社会科

学特色发展

  1.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

重要选择

人才培养始终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研究型

大学重在培养德才兼备和综合素质全面的精英人

才。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单纯的专业教育不同,它

给人以智慧与思想,增强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培养学

生适应社会和符合时代要求方面,具有单一学科或

者纯自然科学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科学教育

和人文教育在人才全面发展中的互动作用,人文社

会科学成为研究型大学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

2.寻求特色发展是农业高校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的必然选择

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人文社会科学有着

先天优势。相比而言,农业高校囿于传统的农学范

围,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欠佳。农业高校发展人文社

会科学,不能走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发展之路,必须寻

找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只有这样,学校的人文社

会科学才能够独树一帜,强化社会认同,吸纳校内外

资源,提高生源质量,增强发展实力。

3.推进学科交叉是实现农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特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中,以合并为导向的做大做强成为许多高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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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但基于学科的内在差异性,大多数农业院校

都未采取这一做法,而是通过自身努力,逐渐发展成

为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多科性院校,除了传统的农

业学科和生命科学外,还涉及到了理、工、经、管、文、
法等诸多学科门类。在这种环境中,人文社会科学

如何发展,又如何能在与文科类高校、综合性高校的

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农业高校必

须做出符合自身特点的路径选择。大力推动人文社

会科学与农业自然科学的交叉与融合,借助农业自

然科学的传统优势拓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领

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农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模式。

  二、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特

色发展的实践做法

  1.依托农科优势,不断整合提升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水平

人文社会科学与传统优势农科结合,既是传统

农科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进行动态整合的

综合过程,也是实现互促共进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

选择。华中农业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大多是办学历

史悠久和条件相对优越的老牌学科专业,如农学、园
艺、畜牧、兽医、水产等,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过巨大

贡献。而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等学科,其历史虽然可追溯至1904年湖北农务

学堂开设的财政、理财等课程,但直到20世纪90年

代初,其发展依然较为单一、实力相对薄弱。经过

90年代后期的不懈努力,学校逐步推动了农业经济

与农业自然科学技术之间的学科交叉,并形成和产

生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人文社会

科学发展水平。

2.建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家学者的对

接机制,营造学科交叉氛围

对相关学科专家学者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足够

的信任是学科交叉的重要前提。华中农业大学制定

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农学、畜牧、园艺等优势学科

专家学者之间的主动联系制度,引导农业自然科学

学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交流;设立人文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双导师制度,通过共同培养研究生进

一步加强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组织校内各类专

家开展学术讲座,定期举办学术沙龙,邀请各界名家

来校讲学,借助广播、网络、海报等宣传自然科学、人
文社会科学骨干教师的科研成果,增进双方的了解

和认同,营造互动的良好氛围。农业经济学者雷海

章教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教授联手,共同培

养祁春节博士,其论文《中国柑橘产业的经济分析与

政策研究》获得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名。国务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李崇光教

授与棉花专家张献龙教授携手,共同培养谭砚文博

士,其博士论文《中国棉花生产波动研究》获得了

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设立学科交叉发展基金,建立人文社会科学

特色发展的导向机制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投入专项资金,鼓励和引导

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以此形成交

叉研究的良性机制。在学校鼓励学科交叉研究的氛

围渲染下,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主动渗入到与

自然科学学科的融合之中。在财政部与农业部共同

启动和实施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

50个农产品技术体系中,有40个农产品产业技术

体系分别设立了产业经济岗位,学校农业经济管理

专业的5位专家由于长期的交叉研究和成果积累,
成为柑橘、油菜、大宗蔬菜、食用菌、水禽产业技术体

系中设立的产业经济岗位的岗位科学家,并由此组

建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交叉研究团队,成为全国进入

该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人数最多的农业高校。在作

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下,文法学院教

师申报获批了600余万元的农业部转基因文化传

播研究专项,又一次实现了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交叉研究的领域拓展。

4.瞄准社会经济重大需求,积极开展交叉学科

研究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

责任。近些年,华中农业大学紧紧抓住农村、农业、
农民等研究对象,将解决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经济、技术等现实问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必须

注意的重要选题。在学校的倡导下,人文社会科学

教师主动将“触角”伸向农业技术领域,与相关自然

科学专家共同组建课题组,研究“三农”问题,紧紧围

绕水稻、油菜、棉花、柑橘、牲猪、蔬菜、水产品、食用

菌、生物质能源、转基因生物技术、农产品加工、农村

中小企业发展和农业产业政策等富民产业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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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动承揽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广
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为各级政府献计献策,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农村改革与

发展的决策咨询报告,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在实

践中得到应用,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2006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教授的带领下,
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从循环农业发展、食用油供应安全、国家能源安全和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出发,结合油菜实用品种研究

和技术示范推广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加大

油菜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的建议,直接促成国

家出台了油菜良种补贴的重大惠农政策。“国家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李崇光教授在与著名棉花专家张

献龙教授合作开展棉花技术经济研究的实践过程

中,带领研究团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研究成果引

起农业部门和产棉大省的高度重视,有的被纳入国

家产业政策。

  三、进一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特色

发展的思考

  1.坚持以农业生产实践问题为导向,求解现代

农业和“三农”问题的基本答案

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对现实社会

经济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上。农业高校的

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的工厂在广大农村,服务“三农”
和为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寻求答案责无旁贷。
由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不能只停留在高楼深院

之中,研究的对象也不能停留在书本之上,必须深入

实践、进入田间村头,遵从实践问题导向,努力从生

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同时,
通过系统的研究,在实践中来检验和发展人文社会

科学理论与方法,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断迈向

新的层次。

2.进一步推进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促使交叉

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学科交叉的深度对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形成

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在学科交叉中形成良性的发

展机制,必须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在建立交叉学科

研究基地和发展平台的同时,不断完善学科结构和

学术评价机制,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资源共享,进一

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

实现学科之间的综合交叉和互通共荣,最终推进新

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在深度的交叉中,促
使人文社会科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不断创新特色发展之路,增强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特色是一所大学

的核心竞争力之本。农业高校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

的繁荣和发展,必须不断实现发展思路的创新。为

此,要在今后的交叉学科研究和领域拓展中,不断创

新研究方法、完善研究手段、建立推进机制。同时,

要进一步挖掘特色,从被动的交叉融合向主动的交

叉融合转变,从单纯的理论研究向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转变,由单兵作战向团队合作转变,最终实现越走

越宽和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强的终极目标。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华中农业大学张俊飚、杨

少波、王平祥、余斌等同志在资料收集和处理过程中

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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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haracteristics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inAgricultur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

———ACaseStudy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CHENXing-rong
(PresidentOffice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significanceofpushingforwardcharacteristicdevelopmentofhumanitiesand
socialsciencesinagricultur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ispaperpointsoutthatdevelopinghumanities
andsocialsciencesisanimportantchoiceforcollegesanduniversitiestocultivatehigh-qualitytalents,

searchingforcharacteristicsistheinevitablechoiceforagricultur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toachieve

prosperityfor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ndpromotinginterdisciplinarydevelopmentistheeffective
waytoimplementthecharacteristicdevelopment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inagriculturalcolle-
gesanduniversities.Thispaperalsoanalyzesthepracticesofdevelopingcharacteristicsofhumanities
andsocialscience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andsummarizesfourcharacteristics.Thefirst
characteristicsistotakeadvantageofagriculturaldominanceandconstantlyintegrateandimprovethe
disciplin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Thesecondoneistoestablishacouplingmechanismofspe-
cialistsandscholar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ndnaturalsciencessothattheinterdisciplinaryat-
mospherewillbeconstructed.Thethirdoneistosetupinterdisciplinaryfundandestablishthecharac-
teristicdevelopment—orientedmechanism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Thelastoneistotargetthe
economicandsocialrequirementsandpositivelydo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Thispaperfinallyputsfor-
wardseveralsuggestionsonhowtopushforwardthecharacteristicdevelopmentofhumanitiesandsocial
sciences.Thesesuggestionsincludeadheringtoagricuturalpracticeandfindingouttheanswerstothe

problemsofmodernagricultureand“farmer,countrysideandagriculture”,furtherpromotingthedeep
cooperationamongdisciplinestoreachthehighergoalsforinterdisciplinesandconstantlyinnovating
characteristicdevelopmentsoastostrenghtenthenucleuscompetition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Keywords agriculturalcolleg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characteristics;interdiscipline

(责任编辑:陈万红)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