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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成立于2019

年5月，旨在促进国内外兄弟机构之间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与政策实践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致力于

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联盟

设有理事单位、意向单位与观察单位，

林毅夫担任理事长，王勇担任秘书长。

迄今已正式揭牌成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院）的理事单位包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兰州大学、西藏大学、云南财经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宁波诺丁汉大

学（与宁波市发展规划院合作）、华沙

大学（波兰）、广州大学、江苏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上海大学、绍兴文理学

院（与绍兴市政府合作）、新结构经济

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与南京市人民政

府、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江苏大学合

作）、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南开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

学、河海大学、辽宁大学、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另有约30家机构正在积极筹

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目前，北京

大学、上海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南昌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已开

设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研究联盟

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培

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拔尖人才

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更多详情请见：

https://www.nse.pku.edu.cn/hzwl/

xjgjjxlm/lmjs/index.htm.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工作简报，

每半年发布一期，旨在集中呈现联盟单

位的学科建设进展，以促进联盟内外的

交流与经验借鉴。本期简报，收录了

2022年7月至12月期间联盟单位的学科

建设情况。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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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聚焦

2022年8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新增观察单位：

湖南大学、商丘师范学院。

2023年3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新增观察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大学。

2023年4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新增理事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辽宁大学；新增观察单位：东北

财经大学。

2023年5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新增意向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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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现有理事单位27家、意向单位7家、观察单位17家、合作

单位14家。联盟机构动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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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表

1. 林毅夫.《园丁集：林毅夫讲习录》.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22.

2. 林毅夫.《解惑集：林毅夫讲习录》.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22.

3. 林毅夫，王勇，赵秋运.《论中国经济的

发展》. 中信出版社. 2022.

4. 林毅夫，王勇，赵秋运 等.《新结构经济

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 格

致出版社. 2022.

5. 林毅夫，付才辉，郑洁.《新结构环境经

济学初探：理论、实证与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22.

6. 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理论与案例》.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22.

7. 林毅夫，付才辉.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经济研究，2022，57(05): 

23-33.

8. 王勇，樊仲琛，李欣泽. 禀赋结构、研

发创新和产业升级. 中国工业经济，2022(09): 

5-23.

9.  邢斐，陈诗英，蔡嘉瑶. 企业集团、

产业生命周期与战略选择. 中国工业经济，

2022(06): 174-192.

10. 王勇，黄宇轩，韩博昱. 生产网络与垂直

结构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2(03): 123-138.

11. 黄益平，刘尚希，张永生，王勇. 如何

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促进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国际经济评论，2022(02): 18-27.

12. 林毅夫，文永恒，顾艳伟. 中国经济增

长潜力展望: 2020-2035、2035-2050. 金融论

坛，2022,27(06): 3-15.

13. 林毅夫，付才辉. 中国式现代化：蓝

图、内涵与首要任务——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阐

释. 经济评论，2022(06): 3-17.

14. 林毅夫，文永恒，顾艳伟. 国有企业与

经济增长：基于基础设施的视角. 社会科学辑

刊， 2022(06): 15-26+209.

15. 王勇，陈诗一，朱欢. 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下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事实、逻辑与展望. 

经济评论，2022(04):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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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朱兰，王勇. 人工成本与制造业企业

转型升级.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75(02): 118-132.

17. 康俊卿，曾燕，陈夙雨，王勇. 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下的电商平台应对举措——论电商平台

救助入驻企业的最优策略与救助效益. 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践，2022,42(02): 345-367.

18. 朱兰，王勇. 要素禀赋如何影响企业转型

升级模式?——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的差异

分析. 当代经济科学，2022,44(01): 55-66.

19. 赵秋运，杨冀轩，李致远，李思静，郑

洁. “国内大循环”与东中西部区域产业格局. 江

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01): 41-48.

20. 郑洁. 人力资本结构与环境污染：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初探. 经济评论，2022(06): 

36-52.

21. 刘舫，郑洁，李红勋. 财政分权与环境治

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初探. 经济问题探

索，2022(08): 94-105.

22. 林毅夫. 比较经济系统的现状与未来：新

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2,21(04): 5-10.

23. 林毅夫.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22(01): 33-34.

24. 林毅夫，尤炜，张皓辰. “东北现象”

及其再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 中国经济

学，2022(02): 1-45+306-308.

25. 林毅夫，张一林，朱永华. 发展战略与银

行业结构. 中国金融学术研究网，2022年3月19日.

26. 徐佳君，赵秋运，张骞. 以自主理论创新

为引领建设“知成一体”的国家高端智库. 人民

周刊，2022(04): 68-71.

27. 刘玉珍，孟涓涓，尤炜，赵龙凯. 社会性

交流、信息整合与新投资者的股市参与决策. 经

济管理学刊，2022,1(1): 113-136.

28. 于佳. 从贸易依赖度看美西方对俄制裁的

影响. 经济导刊，2022(Z1): 62-67.

29. 于佳. 世界银行对经济体分类的新标准. 

金融博览，2022(08): 20-21.

30. 于佳.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新格局. 经

济导刊，2022(10): 92-93.

31. 赵秋运，万岑，蒋美，张骞，邓蕊欣. 中

国省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基于新结构

经济学视角. 广西社会科学，2022(10): 134-145.

32. 罗昌瀚，赵秋运，李致远，张骞. 新结构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假说和研究方向探求. 绍兴文理

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2,42(04): 92-99. 

33. 张骞，罗昌瀚，周鸿勇. 专利结构与经

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河海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4(02): 37-

44+110.

34. 王洪煜，张骞，陆迁. 要素禀赋、农户分

化与农业价值链技术选择偏向. 华中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2,160(04): 116-128.

35. Justin Yifu Lin with Yan Wang.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New Normal, New 

Technology, New Financing, edited by Ing, L.Y. 

and D. Rodrik, Jakarta: ERIA and IEA, 2022.

学术动态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工作简报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4 期）



07

36. Yong Wang and Xiuping Hua. The 

State as a Facilitator of Innova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Firm, edited by G. Wood, A. Cuervo-

Cazurra, P. Sun, I. Okhmatovskiy and A. 

Gros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7.  Alexis Antoniades,  Robert  C. 

Feenstra and Mingzhi (Jimmy) Xu. Using 

the Retail Distribution of Sellers to Impute 

Expenditure Sha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2, NO. 7, JULY 2022 (pp. 

2213-36).

3 8 .  X i a  ( S u m m e r )  L i u ,  W i l l i a m 

L.Megginson, Junjie Xia. Industrial Policy 

and Asset Prices: Evidence from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olic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ume 142, September 2022, 

106554.

39. Wukuang Cun, Vincenzo Quadrini, Qi 

Sun, Junjie Xia. Dynamics of Trade Credit in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2, Issue 

648, November 2022, Pages 2702–2736.

40. Shenzhe Jiang, J ianjun Miao, 

Yuzhe Zhang. 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ume63, Issue3, August 2022，Pages: 

1189-1237.

41. Fel ipe Benguria, Jaerim Choi, 

Deborah L.Swenson, Mingzhi (Jimmy) Xu. 

Anxiety or Pain? The Impact of Tariffs and 

Uncertainty on Chinese Firms in the Trade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37, July 2022, 103608.

42. Luca Macedoni, Mingzhi (Jimmy) 

Xu. Flexibility and Productivit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Firm Heterogene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3, 

Issue 3 p. 1055-1108, August 2022.

43. Di Gong, Jiajun Xu, Jianye Yan.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Loan 

Contract Terms: Evidence from Syndicated 

Loa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Available online 30 October 2022, 

Version of Record 10 November 2022.

44. Al fredo Schclarek,  J ia jun Xu. 

Exchange Rate and Balance of Payment 

Crisis Risks i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Volume 79, July 2022, 101574.

45. Alfredo Schclarek, Jiajun Xu, Jianye 

Yan. The Maturity Lengthening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First published: 21 

September 2022.

46. Justin Yifu Lin with Kabinet Kaba and 

Mary-Fran oise Renard. Structural change 

and trade openness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45 

Issue 7, pp. 210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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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工作简报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4 期）



08

47. Yong Wang. Market  Structure, 
Factor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2, Volume 63, 101787, 1-31.

48. Alfredo Schclarek, Jiajun Xu, Pedro 

Amuchastegui. Panda bond financ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analysis of 

monetary mechanisms and financial risks.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Volume 61, October 2022, 101662.

49. Bo Hu, Alfredo Schclarek, Jiajun Xu, 

Jianye Yan. Long-term finance provis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vs commercial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58, 

October 2022, 105973.

50. Wang, Xin. Mult inational f irm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 dynamic 

knowledge‐capital model. The World 

Economy, 45, no. 5 (2022): 1564-1586.

51. Justin Yifu Lin, Wei Wang, Venite 

Zhaoyang Xu. Distance to frontier and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ume 60, March 

2022, pp. 243–249.

52. Jiajun Xu, Kevin P. Gallagher. 

Transformat ion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Financing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ublished online: 04 October 2022.

53. Yuting Li, Karsten Mau & Mingzhi 

Xu. Rising Wages and Intra-Country 

Industry Re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Open Economies Review, Published: 03 

November 2022.

54. Lauria V. Chinese financing in 

Ethiopia's infrastructure sector: agency 

distribution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t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09 

Dec 2022.

55. Justin Yifu L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ationale and likely 

impacts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 ive.  Journal  of  Internat ional 

Business Policy, 5, pages259–265 (2022).

56. Stephany Griffith-Jones, Shari 

Sp iegel ,  J ia jun Xu,  Marco Carreras, 

and Natalya Naqvi. Matching Risks with 

Instruments in Development Bank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VOL. 34, NO. 2, 

197–223.

57. Gottschalk, Ricardo, Lavinia B. 

Castro, and Jiajun Xu. Should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be Subject to Basel III? .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VOL. 34, 

NO. 2, 249–267.

58. Justin Yifu Lin, Zirong Yang, Yingting 

Li, Yil in Zha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MSMEs finance gap.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Volume 5, 

Spring 2022,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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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徐永慧, 邓宏图.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重新测算及经济解释——基于规模效应和产业选

择的视角. 中国流通经济，2022,36(12): 27-43.

60. 徐永慧，李月，邓宏图. 俱乐部收敛与

中等收入陷阱.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42(11): 48-62.

61. 徐宝亮，李康，邓宏图. 财政分权度与

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政府与市场边界迁移的

理论与经验解释. 当代经济科学，2022,44(06): 

84-96.

62. 尹应凯，张若楠.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的金融支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秘书，

2022,No.402(06): 16-25.

63. 尹应凯，陈乃青.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

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上

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6): 13-31.

64. 尹应凯,贺紫超. 数字金融与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秘书, 

2022,No.401(05):3-10.

65. 朱欢.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经济

与碳减排关系研究. 秘书，2022,No.400(04): 

84-95.

6 6 .  张 一 林 ， 郁 芸 君 ， 蒲 明 .  担 保 圈 危

机 、 债 务 挤 兑 与 区 域 风 险 治 理 .  世 界 经 济 ，

2022,45(09): 83-105.

67. 朱永华，张一林，林毅夫. 赶超战略与大

银行垄断——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金融研

究，2022,No.509(11): 40-57.

68. 盛斌，吕云龙. 全球价值链嵌入、汇率变

动与出口产品价格. 学术研究，2022 (12):16-19.

69. 盛斌. 构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理论

体系：从发展自信到理论自信. 世界经济研究， 

2022 (12): 107-114.

70. 周云波，杨家奇.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

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

证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2 (10): 79-96.

71. 周云波，王莹，沈扬扬. 中国农村老年多

维贫困特征与动态变化.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2 (6): 19-35.

72. 沈琼，程川.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

区域特色产业升级路径分析——以湖北潜江小

龙虾产业为例.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8(01): 19-27.

73. Wen, H. (温湖炜), Zhong, Q. (钟

启明), & Lee, C. C.(李建强). Digitalization, 

compet i t i on  s t ra tegy  and  corpora te  

i n n o v a t i o n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C h i n e s e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l i s t e  d  c o  m  p a  n  i e  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 82, 102166.

74. Zhou, F. (周凤秀), & Wen, H.(温湖

炜).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xpor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listed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2, 82, 101528. 

7 5  .  张兵等.《长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2021》系列丛书（共7部）.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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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 8月1日，应西藏大学珠峰研究院的邀请，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于佳博士在开学第一天做题为《知成一体 新结构视

角下的国际实践》的讲座，并和藏大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分院的师生就当下宏观经济形势、绿色发展以

及国际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2. 8月2日，第九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在线上圆满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举办，国内外学者通过线上会议就“资

源分配、生产力和市场效率”、“区域、产业和宏

观经济学”和“增长与政治经济学”三个专题进行

了广泛而深刻的交流讨论。

3. 8月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第

五次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会议顺利召开。会议由北

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首先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

新结构院的研究议题。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们针对

研究议题与研究院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中肯建议。

4. 9月23日晚，承泽论坛第七期、北大博雅讲

坛第480期——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

录”新书悦读会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举行。本次活动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多家媒体平

台同步直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南南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

授发表“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学

教与学之道”的主题演讲。活动由北大国发院传播

中心主任王贤青担任流程主持，北大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担任对话主持，来自学界、

业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加座谈。

5. 10月29日，教育部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

试点“新结构经济学虚拟教研室”发展规划会成功

举办，来自教育部、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和南昌大学等部门

和单位的近100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发

展规划会。参会嘉宾们就新结构经济学虚拟教研室

建设思路展开交流研讨，给新结构经济学虚拟教研

室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指导性建议。

6. 11月14日至16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INSE）主办的第四届“经济结构转型

全球研究联盟”年会于线上成功举办。来自全球的

50多位高校学者、智库专家和政策实践者与会，共

同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这一重要议题。

7. 2022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共组织13期学术研讨会，以筑实新结构经济学理

论研究基础、拓宽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

促进学界开展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和交流。

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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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演讲人 主题

第139期
9月16日

Tomoo Kikuchi
早稻田大学教授

A Game-Theoretic Model of Competing Superpowers

第140期
9月23日

Marta Degl’Innocenti
米兰大学副教授

The Coercive Power of Mafia Reputation on Inter- 
Firm Interactions

第141期
10月14日

Marcela Eslava Mejia
安第斯大学教授

The Size and Life-Cycle Growth of Plants: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Demand and Wedges

第142期
10月21日

Hitoshi Tsujiyama
萨里大学副教授

Practical Optimal Income Taxation

第143期
10月28日

Tommaso Porzio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 Labor Reallocation and 
Wage Growth in a Reunified Germany

第144期
11月4日

Feng Dong
清华大学副教授

Asset Bubbles: Theory, Application and Policy

第145期
11月11日

Zhiwei Xu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Bank Credit Allocation in 
China

第146期
11月18日

Sebastian Di Tella
斯坦福大学教授

The Zero-Beta Rate

第147期
11月25日

Qinghua Zhang
北京大学教授

Build up a Metropoli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第148期
12月2日

Xiaodong Zhu
香港大学教授

Finance, Managerial Inputs, and Misallocation

第149期
12月6日

Parro Fernando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Mechanics of Spatial Growth

第150期
12月9日

David Lagakos
波士顿大学副教授

Is the Electricity Sector a Weak Link in Development?

第151期
12月16日

Salvador Ortigueira
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

On the Optimal Reform of Income Support for Single 
Parents

8. 2022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组织3期“产业升级与宏观经济”系列讲座，详

情如下：

时间 演讲人 主题

第1讲
11月10日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主编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2讲
11月28日

潘士远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
浙江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Public Data Provision and Quality Upgrade 
in a Semi-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R&D

第3讲
12月27日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世界经济》期刊主编

全球通胀的性质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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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月3日，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

院、四川省人口与发展数据实验室举办西部人口

发展论坛（2022），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西藏分

院硕士生李娜参与此次论坛分享交流。

10. 7月26号，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举办徐永慧博士后出站答辩，徐永慧博士后

顺利出站。

11. 10月31日晚，上海大学“大国方略系

列”课程之一“经国济民”迎来精彩内容。本次

课程的主题是“二十大报告与‘经国济民’”，

特别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教材课程与报告案例研发中心主任、新结构政治

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付才辉老师走进云上课堂。课

程分别由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

秘书长尹应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康兵

主持。本学期“经国济民”、“创新中国”两门

课程学员、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师生代

表参与本次课程。

12. 12月20日，在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成立3周年之际，林毅夫教授为上海大学泮

池书院临泮讲坛、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实验班做题为《新结构经济学与高质量发展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学术讲座。

13. 12月25日，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三周年院庆系列活动在线上隆重举行。出席本

次活动的嘉宾有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学术副院

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全国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高校师生代表。上海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聂清出席活动并致辞。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领

导班子、上海大学第一、二、三届新结构经济学

实验班学子参加了本次活动。开幕式由经济学院

陆甦颖书记主持。

除了庆典交流环节，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还联合

举办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学术

研讨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

长王勇老师做了《从新疆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报告。当天下午，上海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三周年系列活动之

“2022年新结构经济学本科生论坛”精彩举行。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上海大学审计处处长尹应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刘康兵等出席本次本科生论坛。来自上海

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的本科生在

本次本科生论坛上作分享交流。此外，参加本次

论坛讨的还有上海大学泮池书院、上海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实验班

的同学以及来自全国新结构经济学同盟高校的同

学们。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泮池书院执行院长冯玉鑫主持论坛。

14. 11月4日-5日，由江苏大学主办，新

结 构 经 济 学 知 识 产 权 研 究 院 参 与 承 办 第 九 届

三 将 知 识 产 权 论 坛 ， 主 题 为 “ 面 向 中 国 式 现

代化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旨在充分探讨如

何开辟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新领域新赛道，如

何塑造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

势，从而促进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创造、高水平

保护、高效益运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知识产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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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7月2日，《长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2021》（共7册）新书发布及读者见面会，河海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兵、副主任史

安娜、秘书长朱新华等出席了本次见面会。

16. 11月13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田贵良、博士生景晓栋、戴志卿参

加第七届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

17. 11月26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田贵良参加第二届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论坛。

18. 7月20日，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办

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经济学

专业虚拟教研室（教育部首批）研讨会，活动

包括三场学术讲座、数字经济论坛以及虚拟教研

室研讨活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

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武汉大

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初升教授，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李政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

融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杨秀云教授，河海大学商

学院副院长田贵良教授等来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联盟的多位专家全程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并参

加随后的实地调研活动。

科研项目

2022年，新立项项目如下：

1. 黄宇轩，数字化进程与通货膨胀的机制分

析、影响估计及政策应对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

2. 辛馨，西藏农牧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现状调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

3. 邓宏图，广州构建数产融合的数字经济研

究：都市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广州市哲学社会科

学术动态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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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4. 邓宏图，新阶段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政策研

究，2022年广东省农业农村课题研究项目。

5. 邓宏图，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广

州大学校内科研项目。

6. 赵燕，广州数字农业赋能城乡产业融合

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广州大学校内科研

项目。

7. 尹应凯，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路径研

究，2022年天津市社科联重点合作应用课题。

8. 姜磊，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企业高杠杆

率的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

9. 姚万军，推动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0. 张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内涵与

政策措施研究，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荣誉获奖

1. 2022年7月，林毅夫教授获首届“北京大

学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突出贡献奖。

2. 2022年12月，王勇副教授、博士后汤学

敏合作论文《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被评为《经济评

论》2021年度优秀论文。

3. 徐爱燕、贺坚峰、辛馨教授合作论文《农

牧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促进还是抑制——来

自西藏的例证》获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

究会民族经济研究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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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教学

1. 2022年9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

班第三批6名学员正式入学。“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实验班”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创建，由北京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任首席教授。借

助合作双方的优质教学与科研优势，搭建顶尖的

人才培养平台，营造一流的学习科研环境。面向

北京大学一年级本科生进行二次选拔，培养能够

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抓住时代机

遇，引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引领世界

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拔尖型创新人才。目前实验班共有三个年级的22

位学生在读，首届学生将于2023年7月毕业。

2. 2022年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本科实验班张宇翔、李尔佳同学参与智库实践

课程调研，前往浙江绍兴进行实地调研。

3. 徐爱燕教授和辛馨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

深耕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农牧区民生保障与改

善两大领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资源

禀赋、政策机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

结构、消费结构、财政结构、金融结构、区域发

展、对外开放以及民生改善11个方面着手，分

析西藏在自身要素禀赋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结

构。总结民主改革60多年来发展历程中经验、不

足、困境；提出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通过合适

的硬基础设施和软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进而

将比较优势转型为竞争优势的政策建议。同时，

将研究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解读西藏经济》

作为本科生必修课《西藏经济概论》的教材。

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维度解读西藏经济变迁

历程，引导学生形成全面、细致、系统的认识。

一是通过解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明确西藏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主流发展

经济学理论模式，也不能生搬硬套直接运用内地

省市的成功经验。二是通过总结发展过程中积累

的经验，明确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自

身包含禀赋结构、生产结构在内的经济基础，以

及包含金融、教育、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上层建

筑，循序渐进优化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

排，将比较优势转型为竞争优势。三是通过分析

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明确西藏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课程思政”的核

教学
动态 2022年第  2  期

（总第4期）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

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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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明确

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从西藏实际出发，实现从较低结

构向较高结构的发展。

4. 兰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计划在本

科生第七学期开设《新结构经济学》选修课，由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授课。

5. 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上海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设“新结构环境经济学”课

程。课程由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尹应凯老师和

朱欢老师联合主讲。全校31位同学选修该课程，

其中14位同学为来华留学生，凸显新结构环境经

济学的国际化。

6. 2022-2023学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设“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实

践”课程。课程由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尹应凯

老师和朱欢老师联合主讲。

7. 2022年12月20日，第三届上海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仪式通过线上形式隆重举

行，本次招生面向经济学院2021级本科生，经过

电子材料审核和现场面试，共有24名学员入选，

学员成绩均名列年级前茅。

8. 2022年9月，南昌大学完成新结构经济学

实验班第三届招生，目前实验班在读学生分别为

2020级19人，2021级20人，2022级20人。实

验班开设了新结构经济学导论、新结构区域经济

学、解读世界经济等课程。

9. 在周豫老师的引领和指导下，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21级经济学实验班的学生丁子珈、

曾枝子、李南宇、吴宪民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广

东省地区消费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见解思考与针对

性建议。提交论文《提升居民消费率、关注重点

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提升》获民主党派

中央委员会采用并刊发党派中央学术期刊《中国

发展》。

10. 2022年12月16日，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生吴宪民、曾枝

子团队的案例作品《转型之“殇”：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路在何方？》入围第二届中国中小微企

业调研案例大赛总决赛，获二等奖。

11. 2022年12月25日，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生曾枝子在上海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2022年新结构经济学本

科生论坛上，作题为《试用新结构经济学方法分

析当前深圳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

决的政策措施》报告。

12. 2022年秋季，辽宁大学第一届30名新

文科数字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本科生正

式入学，为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基

础。

13.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是新结构经济学

人才培养与课程教学的重要力量，联盟单位本科

生教学初有进展，现将2022-2023学年秋季学

期、2022-2023学年春季学期本科生课程开设情

况，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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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

1. 2022年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博士生张梓桐、朱永华、胡裕民同学参与智库

实践课程调研，前往河北承德进行实地调研。

2. 2022年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博士生蒋扬天、冯金梅同学参与智库实践课程

调研，前往浙江绍兴进行实地调研。

3. 2022年9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共有10名博士生入校，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在读博士生共52名。其中，2023年有4位预毕

业学生（3位博士生和1位硕士生）。

4.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辛馨教授在《发

展经济学》课程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授

中，加入新结构经济学相关模块，深化学生对经

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一是讲授西方传统发展

经济学理论，即建立在西方式现代化成功经验基

础上的一般经验，引导学生认识经济发展的一般

规律。二是运用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余年的“经济奇迹”，讲授新结构经济学，即运

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西方式现代化

经验中汲取一般规律，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

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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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要以研

究生学分课程——《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为基础，组织课程教学和研

究活动，此外，与课程教学相关的授课教师还成

功申请了有关的课题、部分学生和老师合作发表

了多篇学术论文。

6. 2022年9月，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第一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两名留学生

正式入学，他们将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培养

下攻读硕士学位。

7. 联盟单位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取得进展，现

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2022-2023学年春

季学期研究生课程开设情况，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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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获奖

1. 2022年10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实验班钟睿煊同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

2021-2022学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

钟睿煊同学获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青年论坛“国

家发展观察奖”三等奖、北京大学第30届“挑

战杯”论文比赛正赛二等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杯”二等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亚鑫和辉

奖学金。

2. 2021-2022学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郭若菲同学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优秀奖。

3. 2021-2022学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张宇翔同学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奖。

4. 2021-2022学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郭少瑛同学获得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汾

酒集团公益奖学金。

5. 2021-2022学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黄卓楷同学获得金龙鱼奖学金。

6.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辛馨教授、徐爱

燕教授指导的《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

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在2022年（第

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陕西赛区选拔赛

中荣获研究生组二等奖。

教学动态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工作简报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4 期）

7. 2022年9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硕士研究生陈乃青的研究成果《数字普惠金

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

视角》获得2022年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第四届学生

学术年会硕士组三等奖。

8. 2022年9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硕士研究生邢天阳的研究成果《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数字经济和银行风险承担》获得2022年上

海大学经济学院第四届学生学术年会硕士组三等

奖。

9. 2022年，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尹应凯老师获得上海大学首届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比赛一等奖。

10. 2022年12月上海大学第五届本科生学

术论坛，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员倪玥获得一等

奖，聂蓉、张益娇获得优胜奖两项。

11. 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2020级学

生取得了优异成绩，10名实验班学生的平均成绩

高于经济学专业（约120名学生）前三名成绩。

2022年11月，黄欣鹏在第四届全国经管类本科

生论文研讨会获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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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成果

1. 2022年7月-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为绍兴市人民政府提交

关于《“十四五”时期绍兴市融入长三角世界级

产业集群的对策建议》《“十四五”时期绍兴市

以“五个一体化”为抓手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对策建议》《网络大城市建设背景下推动

绍兴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后疫情时

代关于绍兴市进一步巩固深化对非贸易投资的对

策建议》《推动绍兴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助力统

一大市场构建的建议》等多项内参，获得政府的

一致认可。

2. 2022年1月-11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为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

院提交关于《推动成都都市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转化

动力机制研究》《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协同

发展研究》三份内参。

3. 2022年11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向国家乡村振兴局提交关于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实践经验、问题挑战及对

策建议》和《“借力金融支持，助推乡村建设”

的政策建议》两份内参。

4. 2022年9月19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接

受佛山电视台采访，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究佛

山市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佛山需要

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出发，按照领先

型产业、追赶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转进型

产业和战略型产业五大分类，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因结构制宜地发展不同产业。

5. 2022年9月19日，佛山市电视台对“中

国智造·佛山方案”建设制造业创新高地的佛山

路径大调研进行主题报道，主办方举办建设制造

业创新高地的佛山路径大调研活动座谈会，邀请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专家团队与佛山

市工信及五区经科部门面对面座谈，共同探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佛山路径。

6. 2022年10月-12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

接受佛山日报关于“中国智造.佛山方案”的采

访，对博智林、葆德科技、格兰仕、创高门窗、

九江酒厂、海信家电、新明珠、艾乐博等多家企

业的发展给予点评。

智库
动态 2022年第  2  期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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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年10月-12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长征接受佛山日报关于“中

国智造.佛山方案”的采访，对蒙娜丽莎、隐雪集

团、朗肽生物制药、一方制药、科达制造等多家

企业的发展给予点评。

8. 2022年11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接

受《理论周刊》高端访谈，提出佛山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

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推动产业结构

不断跃升、产业不断升级，同时要发挥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把比较优势

变成竞争优势。

9. 2022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国内发展合作部顺利完成《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电

话调研报告》《金融支持乡村建设研究报告》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监测报告》《后疫情时代绍

兴对非贸易投资研究》《“十四五”时期绍兴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江苏省张家

港市财政“十四五”规划》《2021年成都都市

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系列

咨询服务》等7项课题，与会专家给予较高的评

价，并且高质量结题。

10. 2022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国内发展合作部在研课题包括《建设制造业创

新高地的佛山路径调研》《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之经济与产

业发展》《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的理论支撑研

究：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十四五”时期绍

兴完善城市创新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研究》

《“双碳”政策背景下绍兴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

研究》等5项课题。

11. 2022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法

霍德·阿尔齐耶夫拜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经贸参赞努尔金·马玛扎

诺夫、使馆二等秘书蒂木尔·萨姆蒂诺夫、国际

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研究专员李晨妹和莫

小野陪同会见。于佳博士向大使介绍了研究院智

库团队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乌国国情和比较

优势的研究成果，回顾团队数次带领国内制鞋业

的头部企业代表前往乌国调研，指出未来中乌两

国在绿色发展、食品电商、旅游会展方面都存在

巨大的合作潜力。

12. 2022年10月，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乌兹

别克斯坦之间产能合作项目的落实，探索新的合

作内容和形式，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带队，项目研究专员

李晨妹、莫小野，运营专员王晴岚赴乌兹别克斯

坦驻华大使馆与乌经贸参赞努尔金·马玛扎诺夫

举行座谈。

13. 2022年12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承接的华坚集团委托的《在

非（吉布提和贝宁）轻工业产业园投资咨询》项

目正式启动，目前项目进展良好。

14. 2022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国际发展合作部重点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

国内国外同推动”的研究类项目与国别咨询类项

目。团队一方面积极开拓国内有国际合作需求的

课题与项目；另一方面推进国别咨询类项目，举

行线上路演、制作招商引资手册、对接行业协会

和主要目标企业，待疫情常态化后迅速推动项目

落地。国际发展合作部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3篇，合著英文书籍1章，上报内参3篇，两篇获

国家领导人批示，收到部委感谢信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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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西藏大学徐爱燕教授等，《知识下乡

助力农民创新创业——西藏堆龙德庆区“导师

诊断团”扶贫案例》荣获“第二届全球减贫案

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并收录进南南合

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

线分享平台。

16. 2022年8月，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邓宏图教授、赵燕老师、黄贺源博士与广

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就“农业综合改革”问题前往

南海、惠州以及东莞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17. 2022年11月，2022年扬子江县域知识

产权论坛召开，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执

行院长唐恒发布《中国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百强

报告（2021年）》。报告从县级市创新资源投

入力度、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知识产权运用能

力、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知识产权服务能力5个

维度构建了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以客观、权威数据为支撑，系统反映2021年中

国县域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发展状况及重要创新

突破。

18. 2022年12月，江苏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赵春艳副教授获批立项2022

年度镇江市社科联统一战线专项项目《百年未有

变局中江苏企业家精神价值培育与传承研究》

（2021TYL01），该项目的部分章节基于新结

构经济学的企业自生能力（有效市场）和营商环

境构建（有为政府）的思想成稿，并向有关部门

提交决策咨询报告。

19. 2022年9月28日，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院师生到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大数据中

心展开调研，就如何发挥地方金融部门在政策保

障、资源匹配和支撑服务等方面优势，营造金融

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问题展开讨论。

20. 2022年11月23日，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举行新

时代新征程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研讨暨深圳高

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成立二周年座谈会。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

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线上参

会并讲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

原副市长唐杰，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

发展研究院院长、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原副院长龚

晓峰，深圳市社科院社科专报主任张国平，前海

创新研究院创新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梁爽等嘉宾

和哈工大（深圳）党委书记吴德林、校长助理张

民，该院首席研究员韩喜双、执行院长李昕，经

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黄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孙涛，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翔以及该院

合作教师、研究员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在线观

看人次达5.2万，获得南方日报、深圳商报、深圳

晚报、香港商报、前海金融邮报、全景网等多家

媒体报道。

21. 2022年7月24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魏有兴、李祎雯在光明网刊发：为长

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校智库力量——写

在《长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2021》面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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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2年9月5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贵良在《中国水利报》刊

发《推进用水权改革，需建立清晰统一的话语体

系》。

23. 2022年9月29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中心李祎雯在《中国社科网》刊发《以

“水”为纽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4. 2022年12月8日，河海大学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贵良在《中国水利报》刊

发《水资源税改政策要坚持“取之于水、用之于

水”》。

25. 2022年12月17日，河海大学副校长、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兵等负责的江苏长

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地成功入选中国智库

索引（CTTI）来源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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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课题

2022年，新立项智库课题如下：

1. 林毅夫，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年度工作监测

评价项目委托服务协议，企事业委托项目。

2. 林毅夫，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数据监测项目

委托服务协议，企事业委托项目。

3. 王勇，如何促进宁波市国有资本在产业升

级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的政策研究项目，企事业

委托项目。

4. 田贵良，水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指标及模型

研究，中国水权交易所委托项目。

5. 田贵良，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6. 田贵良，刚性约束下深化用水权改革理论

体系及模式机制研究，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委托

项目。

7. 田贵良，基于虚拟水战略的宁夏自治区节

水对策研究，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委托项目。

8. 田贵良，年度用水总量核算技术方法制

定，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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