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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个人情况：田逸飘，男，1987年 11月生，四川宜宾人，管理学博士

职称职务：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学科领域：农业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民族经济

研究领域：农民收入增长、特色产业发展、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减贫

研究方法：以统计分析、数学建模、经济计量、政策分析等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教育经历

1. 2006.9~2010.6，管理学学士，四川师范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2. 2010.9~2014.6，管理学硕士，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3. 2014.9~2018.6，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工作经历

1. 2018.7~，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学术和社会团体兼职：

1.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会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边疆生态与资源技术经济专委会会员、云南省经济

学会理事

主持科研课题：

1. 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民族地区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批准号：KYBS2018014
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养老负担差异及影响因

素研究》，批准号：SWU1609244

参研科研课题：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战略选择研究》，批

准号：12&ZD100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适度规模经营视角下农业面源污染协同治理路径与金融支持政

策研究》，批准号：18CGL024
3.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公开招标项目，《农村科技创业金融政策研究》，批准号：

2012GXS1D004
4.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新时期完善创新政策的方向和重点》，批准号：2014GXS4D143

mailto:typswu@126.com


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产业测度的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投资需求研究》，

批准号：ZD201703
6.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农村居民代际低收入传递机制及阻断策略研究》，批准

号：2016PY69
7. 重庆市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计划项目，《重庆市城乡养老差异与统筹优化研究》，批准号：

cstc2015jccxB0049
8. 重庆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员工教育培训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

批准号：11SKB34

期刊论文：
1. 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参与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疆农垦经济》，2019年第 1期（第一

作者）

2. 能力差异视角下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研究，《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 4
期（第一作者）

3. 城镇化进程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城市问题》，2018年第 4期（第一作者）

4.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村 410个样本农

户的调研分析，《西部论坛》，2018年第 1期（第一作者）

5. 特色农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渠道的对比，《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

学报)》，2017年第 6期（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一个理论模型及其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 3期（第二作

者）

7.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耦合协调度测度——基于省级数据的分析，《城市问题》，

2017年第 1期（第一作者）

8. 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行为决策研究——基于重庆市 214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

查数据，《农村经济》2016年第 10期（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9.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态关联及其区域差异——省际面板数据的 PVAR分析，《科技

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 18期（第一作者）

10. 农村产权抵押物变现的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西部论坛》，2016年第 5期（第一作者）

11. 财政支农、农业贷款与农业现代化的动态关联——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新疆农垦经济》，

2015年第 12期（第一作者）

1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 2期（独作）

学术会议出版或入选论文：

1.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相关主体关系变化与重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2018年年

会暨学术研讨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西南大学，

2018.11，会议论文，第一

2. 《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优化研究——基于云南省的调研》，“改革开放 40年：人口变

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贵州财经大学，2018.10，会议

论文，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