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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聘请黄季焜研究员和孔祥智教授

为《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学术顾问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是江西省教育厅主管、江西农业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刊物，自 2002 年创刊以来，影响因子和引文频次等指标不断攀升。
为进一步提升社科学报学术质量，江西农业大学特聘请黄季焜研究员和孔祥智教授为《江西农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学术顾问。6 月 17 日下午，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学报学术委员会主任黄路生教

授向黄季焜研究员颁发了《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学术顾问的聘书。
黄季焜现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博士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政策、农

产品供需贸易和预测等研究。孔祥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合作经济、林业经济、农业政策分析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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