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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雪莲

高雪莲

职    称：副教授

办公地点：东区民主楼118室

电子邮箱：1113077213@qq.com  xuerguo@cau.edu.cn

一、主要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    

研究旨趣：小农农业、农村教育、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与农村政策等

研究领域：农业与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

二、教育经历    

1991.09-1995.07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 本科

1998.09-2001.07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  法学硕士

2002.01-2002.09  教育部东北师范大学日本语培训基地 （培训日语）

2002.10-2006.04  日本国筑波大学社会科学专攻博士课程 获博士修了证书（日本）

2010.09-2013.07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  管理学博士

三、工作经历

1995.07-2015.06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管理科学系

2015.06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四、主讲课程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及博士生

《家庭社会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网络经济》全校本科生选修课

五、发表论文    

1.   高雪莲.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2.   高雪莲. 北京远郊流动儿童的游戏文化研究——基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延庆区S村的田野调查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

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SHGI201908008&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Q&yx=&pr=CJF

《社会与公益》，2019年8月。

3.   高雪莲、李阳阳，农业跑步机理论:研究述评与中国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4.   高雪莲，政府帮扶式理性保护的困境与省思——来自黔东南榕江县S村侗歌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8年第6期。

5.   高雪莲，区隔的童年:城市儿童与乡村流动儿童的课余世界，《北京社会科学》， 2017（9）。（2018年1月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

6.   高雪莲，精神家园的迷失：远离自然的儿童游戏，《北京社会科学》， 2015（10）。

7.   高雪莲, 完美的“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北京社会科学》, 2015（1）。

8.   高雪莲、元旭辉, 对参与式发展中群体决策的反思:一个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

QueryID=8&CurRec=1&recid=&FileName=LDKI201411002&DbName=CJFDLAST2014&DbCode=CJFQ&pr=)，

《领导科学》， 2014（4）。

9.   高雪莲, 失落的童年：乡村幼儿教育之殇——柳溪村幼儿教育现状考察,《北京社会科学》， 2013（6）。

10.  高雪莲，基于技术体制视角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演变——以台湾中小企业为例，《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

11.  高雪莲，意大利产业集群演进模式的探讨及启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调研世界》， 2011（10）。

12.  高雪莲，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模式探讨——以河北省元氏县农林牧联合会为例，《中国科技论坛》， 2010

（9）。

13.  高雪莲、奉公，"三制一体"的构建与金融危机的解困-基于科技创新的视角，《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6）。

14.  高雪莲，我国自助型农业推广组织的发展模式与绩效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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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雪莲，上海张江与台湾新竹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基于钻石模型的案例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5）。

16.  高雪莲、奉公，日本农业技术引进的历程及模式探讨，《农业经济问题》， 2010（2）。

17.  高雪莲，网络化与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的理论研究综述，《科技管理研究》， 2009（12）。

18.  高雪莲、翟启江，基于钻石模型的产业集群竞争能力的比较研究：张江、新竹与筑波的案例，《中国科技论坛》，

2009（11）。

19.  高雪莲、奉公，拟成果购买制与后期资助项目的比较研究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

&dbCode=&index=&QueryID=32&CurRec=1)，《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7）：42～48 （被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0.  高雪莲，互联网促进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的动力机制研究，《华东经济管理》， 2009（5）。

21.  高雪莲，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衍生效应及影响分析——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实证研究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32&CurRec=3)，《中国科技论

坛》， 2009（4）。

22.  高雪莲，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集群衍生效应的案例研究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

&dbCode=&index=&QueryID=32&CurRec=4)，《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1）。

23.  高启杰、高雪莲、申建为，《农业推广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1月。

24.  高雪莲、高启杰，美国的农村家政推广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农业》，中文核心期刊，2008（9）。

25.  Xuelian Gao. 2007. The Social economy sector in China.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7(2), 47-52.

26.  Xuelian Gao. 2006. A Study on the Functions of Integrated Clusters in Corporations Future Competi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5(10), 10-16.

27.  Xuelian Gao. 2006.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of Farmers’ Specialize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n China,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10(4), 23-27.

28.  高雪蓮，中国におけるＮＰＯ組織と国家の関係についての考察，《（日本）筑波社会学》，2005(12) ：34-51。

29.  高雪莲，论互联网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导刊》， 2008（7-8）。

30.  高雪莲，产业集群衍生效应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31.  高雪莲，论综合性集群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改革与战略》， 2008（8）。

32.  高雪莲，论地区产业集群的运作模式及其社会功能，《中国科技论坛》， 2008（7）。

33.  高雪莲，酿造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研究，《中国酿造》，中文核心期刊，2008（8）。

34.  高雪莲、高启杰，互动式教学模式与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高等农业教育》，2008（3）。

35.  高雪莲，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刍议，《人文学术研究》，2007（10）。

36.  高雪莲，国外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7（6）。

37.  高雪莲,国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教育的启示，《高等农业教育》，2007（1）。

38.  高雪莲，我国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以河北省元氏县为例，《中国教育改革》，2005（2）。

39.  高雪莲，河北省元氏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3）。

40.  高雪莲，我国小城镇建设模式初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1.  张大勇，张蓉，高雪莲,新时期大学生人生价值观问题与农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提升，《高等农业教育》，2001年第3

期。

42.  奉公、高雪莲，精准农业－用信息技术改善资源利用，《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999年第6期。

43.  高雪莲，大学生素质教育初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六、出版著作/教材/编著/译著   

   1.  高雪莲参编，《宗祖文化与精准扶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3万字

2.  高雪莲参编，《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11月。3万字

3.  高雪莲 张艳霞等著，《走进他们的世界——黔西南农村残疾人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4.  高雪莲参编，《农业推广组织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4万字

5.  高雪莲参编，《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3万字

6.  高雪莲参编，《农业推广学（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中国农

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4万字

七、主持与主要参与的科研项目

1.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多功能视角小农户参与乡村振兴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BSH057，20万，2021.06-

2024.12。

2.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规律和成长规律研究”，项目编号L1924072，60万，主持人康绍忠，

2019.09-2020.12。

3.  参加国务院扶贫办项目“脱贫攻坚成就和经验总结项目：中部区域县、村脱贫攻坚经验总结”，主持人叶敬忠，790万，

2019.01-2019.12。

4.  主要参加山东省潍坊市政府横向课题“中日韩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建设规划编制采购项目”，主持人普书贞，192万，

2021.01-2021.12。

5.  主要参加驻马店市“十四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规划（2021-2025年）编制，20万，主持人普书贞，2020.01-

2020.12。

6.  主持院级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学研究项目“《网络经济》课程思政教育主体互动模式的构建研究”，0.3万，

2020.01-2020.12。

7.  主持院级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学研究项目“互联网时代将思政教育融入《网络经济》课堂的方法探索”，0.25万，

2019.01-2019.12。

8.  参加北京京华鑫业科贸有限公司横向委托项目，“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农村社会调查”，高瑞琴主持，40万元，

2019.01-2020.06。

9.  主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ZDA113，主持人熊春文，80

万，2017.9-2021.12。

10. 主持校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网络经济》课程建设”，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学研究项目，0.5万，2017.9-

2018.3。

11. 副主持“《门头沟区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规划（2017-2030年）》及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普书贞主

持，门头沟区政府，10万，2017.1-2018.12。

12. 主要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乡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困境研究》，主持人高瑞琴，项目编

号：17SRB007，时间：2017.07.01-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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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议题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17BSH002，主持人熊春文， 20万，2017.6.30-2020.12.30。

14. 主持“《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教学研究”，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6万元，201610-201703。

15. 主持中国农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于不同学科的科研评价体系研究”，1.4万元，201701-201712。

16. 参加“农业法制建设与政策调研——农垦国有经济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农

业部农垦局，主持人朱启臻，项目编号：15162130112017，15万，2016年9月2017年3月。

17. 副主持“保定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保定市发改委，2017年1月—12月。

18. 主持“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亚文化与阶层再生产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6SRB017，8

万，2016年6月-2019年6月。

19. 主持“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项目”，“北京远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游戏文化研究”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2017年1月-2017年12月.

20. 参加“滋根可持续发展教育——乡村综合发展人才培训”，15万，2016年1月-2017年12月。

21. 参加“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党领导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北京市农委，主持人朱启臻，10万，2016年1月-2016年12月。

22. 主持“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项目”，“北京远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游戏文化研究”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2017年1月-2017年12月.

23. 主持“河北省顺平县‘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顺平县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实施规划及整村推进规划编

制”，河北省顺平县政府，17万，2016年1月-2016年12月。

24. 主持“贵州省黔西南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贵州省黔西南州政府，2015年6月-2016年6月。

25. 主持“农村社会变迁的前沿主题研究”，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RW010，子课题“农家子

弟教育公正问题研究”，2015年1月-2016年12月。

26. 参加“2013年北京市慈善事业年度发展报告”，北京市民政局项目，主持人董强，2014年1月-2014年6月。

27. 主持“农业产业集群成长研究”，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QJ041，2012年1月-2013年12

月。

28. 参加“农村精神病人权益维护及发展的法律研究”，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QJ040，2012

年1月-2013年12月。

29. 参加“国际生物科技与农业相结合发展动态调研”，中国科学院项目，主持人邓心安，2012年2月-2012年10月。

30.  参加“世界城市背景下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科学院项目，主持人邓心安，2011年4月-2011年12月。

31.“农村社区科技服务模式创新研究”，贵州省毕节地区农科所项目，2008年11月-2011年12月。

32.“国家农业科技投入状况与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2QT027，2012

年1月-2013年12月。

33. 参加“支持农民组织及农村创新研究”，加拿大IDRC项目，主持人齐顾波，2008年3月-2012年12月。

34.“生物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项目，2007年12月-2008年9 月。

35.“不同类型国家引进农业技术的经验与借鉴”，农业部948项目，2008年7月-2009年12月。

36.“《农业推广学》精品课程建设”，中国农业大学项目，2006年1月-2007年12月。

37.“农业社会学”的子课题“农业制度与政策”，中国农业大学985项目，2006年3月-2007年12月。

38.“农民视角的中国农业技术需求供给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985项目，2006年3月-2007年12月。

39.“农业推广组织与制度创新研究”，中国农业大学985项目，2007年1月-2007年12月。

40. “技术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项目，2007年1月-2007年12月。

41. “东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项目，2006年7月-2007年12月。

42. “完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体制及评价体系的初步研究”，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项目，2004年12月-2007年

12月。

43. “NPOとコミュニティの相補的関係の環境社会学的分析”，日本文部科学省重点研究项目，2004年1月―2006年12

月。

44. “農村における責任主体からみた環境保全運動”，日本神戸市企画調整局研究项目，2003年1月―2005年12月。

45. “霞ヶ浦流域における水と人の関わり”，日本茨城県科学技術振興財団研究项目，2002年10月-2005年12月。

46. “农科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教育部研究项目，2001年1月-2004年12月。

47. “农林科本科人才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教育部“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01

年1月-2004年12月。

八、荣誉奖励

 

  

1. 2009年“农业推广学”课程获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排名第二）

2. 2013年“农业推广学”教学团队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优秀教学团队（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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