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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学校扎实推进“双一流”

建设的关键之年。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立足自身优势，凝练办院特

色，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海外

高端人才队伍，为学校扩大学术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代表

学校党委，对研究院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向研究院的全体同仁表示诚挚感谢。

过去一个时期，研究院全体教师怀揣“行合趋同千里相从”的教育情怀，群策群

力共同投入学院建设发展，推动研究院从初建成长到成熟壮大，并形成一系列卓有成

效 的 科 研 和 管 理 经 验 ， 为 研 究 院 再 创 佳 绩 、 再 上 台 阶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 。 展 望 新 的 一

年，研究院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主动超前布局、有力

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为全面推进辽宁大学“双一流”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大家要坚守教书育人初心、践行立德树人使

命，充分发挥研究院海外留学人员的优势，优化内部结构，激发创新理念，突出真实问

题导向，既体现国际视野，也扎根辽沈大地，助力三年行动，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辽

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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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寄语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

2023年12月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经过6年的发展，现已初具规模。近30位来自美国、英国、西班

牙、韩国等国家著名高校博士毕业的研究人员已经扎根研究院，全身心地为辽宁大学

“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院在立德树人、科学研究、

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23年，研究院教师指导研究生50余人；姚树洁院长跻身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

成就及年度排行榜，并入选“2022年度艾思唯尔高被引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类国际期 

刊《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ESD,  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月

均发表2-3篇文章，现已出版近30篇文章；教师发表了40余篇高水平CSSCI及 SSCI论文成

果，获批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此外，还举办了2次大型学术会议、30余次经济学前

沿高端讲座。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渊智达洞，累学之功也。”希望李

安民经济研究院全体教师再接再厉，保持迅猛发展势头，踔厉奋发，勇毅笃行，继续从

国际期刊主办、高水平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决策咨询等各方面持续发力，

努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国内领先的 经济学研究平台，把现代化、国际化、开放式融入

研究院发展基因中，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稳定而又强大的推动力。

page��02

校长寄语

辽宁大学校长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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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总结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2023年工作总结

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全院教职工努力工作，我院在2023年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现将本年度研究院工作总结如下。    

一、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   

研究院教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含博士生和硕士生）共计50余人，博士研究生孙振亚、胡潇

滢 ， 硕 士 研 究 生 刘 芳 正 、 李 贺 、 于 宗 代 、 陈 淳 辉 等 均 在 国 际 知 名 和 国 内 著 名 期 刊

（SSCI、CSSCI）发表研究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充分展现了研究院在人才培

养方面的卓越成效。同时，打造研究生学术工作室平台，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加强师生间的交

流合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我校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二、科学研究与师资队伍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类国际期刊《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SD，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月均发表2-3篇文章，现已出版近30篇文章，达到预期发展

目标。第二，研究院老师在CSSCI及SSCI期刊共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Th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s Dynamics,《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

济》、《南开经济研究》、《改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等国内外权威及知名期刊。同时，

我院在本年度获得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人荣幸连续两年进入全球2%顶尖科学家终身成

就和年度排行榜，连续多年成为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去年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的文章入选

学术精要（2023年9-10月）高被引论文，今年被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授予荣誉教授头

衔。第三，本年度引进副教授1人、海外经济学博士（助理教授）2人，分别来自上海财经大学、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

三、社会服务

我院对葫芦岛市开展了社会调研：参加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调研能源

化工、现代制造业，泳装产业，乡村振兴，结合调研发现提出葫芦岛市经济转型的建议。葫芦岛

市作为东北地区的一个代表性城市，其经济发展经验和建议也可以作为东北经济转型的决策参

考，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四、国际交流合作

共举办2次大型学术会议，20余次经济学前沿高端讲座及1次培训课程，50余名海内外经济学

专家针对相关议题作专题报告或培训，与会专家学者针对不同研究领域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同

时我院教师积极参加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如赴韩国首尔参加第 18 届东亚经济学

会 国 际 会 议 并 发 表 主 题 演 讲 ， 同 时 商 讨 《 D i g i t a l  E c o n o m y  a n d  S u s t a i n a b l e 

Development》杂志与东亚经济学会的学术合作事宜等，共同助力我校应用经济学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

“虽比高飞雁，犹未及青云”，希望我院全体教职工在新的一年，笃定向前闯新路，踔厉奋

发谱新篇，争取更好成绩，为辽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



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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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李安民经济研究院直属党支部成立

之年。

研究院作为辽宁大学打造的实体科研机构、高端研究平台，我们直属党支部的目标就是带

领海内外归国高精尖人才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引 ， 深 刻 领 悟 “ 两 个 确 立 ”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 增 强 “ 四 个 意 识 ”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入实施国

家科教兴国战略，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全面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

本年度，直属党支部坚持真实问题导向，紧密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深入开展党史、国情、

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奠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政治素养。

本年度，直属党支部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一刻不停纠“四风”树新风，为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廉洁文化活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等重要论述，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带头“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全院职工知廉学廉、行廉践廉的良好氛围。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书记



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院做出重要贡献。研究院现有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24人，指

导博士生5人，硕士生近70人，指导专业覆盖经济学各个领域。目前，整个教师团队已经带领学

生在国际知名的SSCI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在国内CSSCI期刊也发表有高质量论文，发表

刊物包括《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 Money》、《经济学

动态》和《世界经济研究》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多名学生的毕业论文还获选辽宁大学本科、硕士

优秀毕业论文。

在教学方面，研究院教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了多个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近20余门课

程，包括研究生院面向全校博士生开设的高级微观、高级宏观和高级计量等“三高”课程。仅

2023年度，研究院教师就斩获全国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省三等奖、辽宁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等多

项荣誉。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院人才培养2023

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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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树洁 

博士生：孙振亚、李光亮

毛明海

硕士生：张成宇、白清华、王宇凡

刘仁良

硕士生：任梦月

郭浩

硕士生：温志浩、刘佳岩

程诗雨

硕士生：涂媱、何晴晴、罗吕江、曹宇

程鹏昊

硕士生：陈倩、钟震、闵琪琳、王新竹、

安翔、曹隆、李雪宁

陈烽

硕士生：张倩、梁万红

Ken Ho

硕士生：张恩、马智慧、乞德强、李啸雨

游宇

博士生：伊美欣

硕士生：戴香飞、郝春晓、张倩瑜、

李美娜、房民泽

张文樵

硕士生：王硕、李怡宁、窦乐萱

张岸洲

硕士生：刘晓晨、徐远、余婷、李宁、

陈静茹、杨月艳、张箫、陈佳惠

杨峥

硕士生：焦凯、杨文娇、黄雨、周萌、

董芯彤

杨程

硕士生：陶泽、温培伦、王冯宇

文惠

硕士生：周汉中、欧雨娜、赵燕、刘新宁、

沈子轩

王丹丹

硕士生：生明云、景成华、陈佩明、江永青



科学研究

姚树洁

专著&论文

5.“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From a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reallocation”，Economic Modelling，2023.08.16.（SSCI）

6.“Possibility versus Feasibility: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unde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23.（SSCI）

7.“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Greenfiel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World Economy，2023.（SSCI）

8.“R&D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ambidextr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23.（SSCI）

9.“Digitalization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3.（SSCI）

10.“High-speed Rail and Tourism Expansion in China: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Perspective”，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2023.（SSCI）

11.“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Impact Mechanism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Energy，2023.（SSCI）

12.“基于Copula模型的中国碳市场叠加风险度量”，《金融研究》，2023，(03)：93-111.（CSSCI）

1. “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carbon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citie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2023.（SSCI）

2.“O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CO2 emissions in China, 2003-2017”,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3.（SSCI）

3.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sensitivity of cash holdings to R&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23.06.29.（SSCI）

4.“Export Profitability and Firm R&D: on China'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under Trade War”，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23.07.29.（SSCI）

《教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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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际遇”，《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41(05)：42-52.DOI:10.15886/j.cnki.hnus.202304.0395.（CSSCI）

14.“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特征及历史机遇”，《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07)：33-46.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4.（CSSCI）

15.“ESG信息披露、外部关注与企业风险”，《系统管理学报》，1-19[2023-12-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977.n.20230714.1704.004.html.（CSSCI）

16.“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世界经济研究》，2023，(09)：16-28+134.

DOI:10.13516/j.cnki.wes.2023.09.003.（CSSCI）

17.“可持续发展之路：ESG实践与企业创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99-111.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3.04.009（CSSCI）

18.“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改革》，2023，(07)：11-20.（CSSCI）

19.“交通基础设施能否促进消费市场发展——来自中国高铁的经验证据”，

《南开经济研究》，2023(09):55-74.DOI:10.14116/j.nkes.2023.09.004.（CSSCI）

20.“中国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建设：东北振兴视角”，《城市观察》，2023(04):38-62.

21.“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宏观质量研究》，2023(11).（CSSCI）

22.“组织资本、利益相关者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科研管理》，2023.12.（CSSCI）

游宇

1.“FinTech Platforms and Mutual Fund Market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Money, 84, 101652, April 2023.（SSCI）

2.“Macroprudential policy, capital flow management, and monetary independence” .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88, 116-132, Jan. 2023.（SSCI）

3.“Surges During Sudden Stops: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Sectoral Capital Inflows in Extreme Episodes”. 

Economics Letters, 230, 111263, Sep. 2023.（SSCI）

4.“The Impacts of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s on Extreme Episodes in Bank Flows: 

Whose Policy Helps and Whose Policy Harm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58, 104443, Sep. 2023.（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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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明海

戴利研，李超，毛明海.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效率激励. 《海南大学学报》，

2023年第5期， 中文C类.（CSSCI）

唐荣胜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中国工业经济》,2023（11）.（CSSCI）

刘仁良

1.Faking trade for capital control evasion: 

Evidence from dual exchange rate arbitrage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ume 138, November 2023.（SSCI）

2.What drives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de data discrepancies,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ume 34, 2023.（SSCI）

3.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2023年第5期, 

《浙江社会科学》.（CSSCI）

吕玮城

1. Lyu, W., & Singh, N. (2023). Embedded autonom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ccess orders. 

Economics & Politics, 35(1), 286-312.（SSCI）

2. Lyu, W., & Singh, N. (2023). A model of embedded autonomy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SCI）

陈烽

1.Feng Chen. Does paid family leave save infant lives?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s paid family leave 

progra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 Volume41, Issue2, April 2023, Pages 319-337. 

https://doi.org/10.1111/coep.12589.（SSCI）

2.Feng Chen, Douglas N. Harris, The market-level effects of charter schools on student outcomes: 

A national analysis of school distric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228, 2023,105015,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3.105015.（SSCI）

Dain Jung

Jung, D., Kwak, D.W., Kim, M., & Lee, W. (August 2023). A Role of β2-Adrenoreceptor Agonist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Neurology India, 71(4), 710.（SSCI）

郭浩

1.Guo H, Zou M, Liu Y. Effects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on insurance coverage and labor supply for 

noncitizen immigrants[J]. Economic Modelling, 2023, 119: 106117.（SSCI）

2.You Y, Hu X, Guo H. Macroprudential policy, economic crises and economic growth[J]. 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3, 1(1): 15.（SSCI）

Ken Ho

Medical Reform, Covid-19 Vaccine, and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Companies,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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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峥

1.Surges during sudden stops: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sectoral capital inflows in extreme 

episodes. Economics Letters, 2023, Vol. 230. （SSCI）

2.The impacts of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s on extreme episodes in bank flows: 

Whose policy helps and whose policy harm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Vol 58, Part A.（SSCI） 

张岸洲

Zhang, Anzhou. “Quality, Shelf Life, and Demand Uncertainty.” 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23, (online).（SSCI）  

张文樵

1.“Prosocial CEOs and the Cost of Debt: Evidence from Syndicated Loan Contract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SSCI）

2.“Do prosocial CEOs promote innovation?”,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SSCI）

3.“FinTech Platforms and Mutual Fund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SSCI）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收入极化对于代际流动性

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国宁宁

沈阳社科联重大项目《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姚树洁  游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才资源错配的形成、传

导机制与政策研究：基于组织层级理论的视角》

唐荣胜

科研项目

杨程

1.Lahiri, K., Yang, C. A tale of two recession-derivative indicators. Empirical Economics  65, 925–947 

(2023). https://doi.org/10.1007/s00181-023-02361-6.（SSCI）

2.Lahiri, K., Yang, C. ROC and PRC Approaches to Evaluate Recession Forecasts. J Bus Cycle 

Res 19, 119–148 (2023). https://doi.org/10.1007/s41549-023-00082-4.（SSCI）

3.Lahiri, K., Yang, C. (2023). Time Series Models. In: Zimmermann, K.F. (eds) Handbook of Labor, 

Human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Springer,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7365-6_53-1.（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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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一

作者简介

辽宁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教授、李安民经

济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重庆大学特聘教

授，重庆优秀科学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牛津大学博

士后。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研究》等

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编著19部。《经

济研究》等SSCI/CSSCI期刊编委，Digital Economy and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首 席 主 编 。 G o o g l e 

Scho la r s和CNKI共引11 ,000余次，爱思唯尔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高被引学者，英国千名优秀经济金融科学

家（261名），2022年全球2%顶尖科学家终身成就榜。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论文

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文章奖获得者。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  资深教授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介绍



page��12

文章简介

本文使用78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32个月）的月度面板数据，研

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绿地投资的影响。特别关注一带一路（BRI）这一区域合作倡议是否

有助于缓解这些冲击。三个指标是用来衡量绿地投资，即资本流入，项目和员工。由于

大流行而采取的封锁措施用于进行差分分析。本文发现，疫情显著减少了全球绿地投

资，而“一带一路”参与国受到的冲击小于非“一带一路”参与国（地区）。使用每月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进行的稳健性检查也支持该倡议在帮助"一带一路"参与者减轻疫情对

绿地投资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了作用。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交互联动，形成中国

碳市场的叠加风险。本文将流动性风险纳入中国碳市场风险管理范围之内，构建中国碳

市场叠加风险的评估模型，并以深圳、北京、广东、湖北和福建五个试点碳市场（简称

碳试点）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试点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相关性

为负，流动性溢价理论适用于中国碳市场，因此，忽略风险因子间的风险依赖，会导致

碳试点的总体风险被高估，从而增加风险管理成本。在叠加风险的度量中，碳试点的叠

加风险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中国碳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处于主

导地位，不应被忽视。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碳市场风险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中国碳市场

多种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的研究对碳市场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都有一定的启示。从碳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

看，首先，碳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远高于其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在制定投资策略时不

能忽视其流动性风险。其次，由于不同碳试点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之间的风险依赖有

所不同，投资者在不同的碳市场上进行交易时，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投资策略，

或考虑使用不同碳市场上的产品适当设计对冲策略。最后，本文的研究还为碳市场的参

与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计算碳市场叠加风险的方法，以帮助他们充分考虑碳市场的叠加

风险。从碳市场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不同碳试点的叠加风险大小有所不同，流

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之间的风险依赖也有很大差异，但综合来看，中国碳市场整体存在

流动性较弱、叠加风险较高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

展是其内在要求（牛欢和严成樑，2021）；因此，应加快完善碳市场机制，提高其市场

流动性，降低碳市场上的整体风险，使中国碳市场更好地发挥节能减排的作用。具体的

措施包括：第一，提高中国碳市场的流动性水平，降低流动性风险；第二，完善中国碳

市场价格机制；第三，构建碳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加强碳金融市场风险监管；第四，加

快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度，鼓励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

[1]“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Greenfiel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World Economy，2023.

[2]曾诗鸿，贾婧敏，姚树洁等，基于Copula模型的中国碳市场叠加风险度量[J].金融研究，
2023，(03):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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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介绍

文 章 二

作者简介

中共党员，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理事，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宏观金融、国际金融、经济增长和微观金融等

领域的研究。现有SSCI和CSSCI期刊论文20余篇，包括

《 经 济 研 究 》 和 《 J o u r n a l  o f  B a n k i n g  a n d 

Finance》等著名期刊。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5项、教育部课题2项、省级课题近10项，撰写咨政建言

和研究报告等近10篇，科研成果获奖1项，申请专利1

项。入选2019年度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和2020年度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千层次”人才。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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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金融科技（FinTech）一直在重塑金融服务行业的结构。随着数字化的增加，金融服

务变得更加容易为个人获取，服务提供商更容易广告和分发新产品，从而使整个市场在

信息方面更加高效。在中国，金融科技平台改变了人们投资共同基金的方式。在金融科

技平台出现之前，共同基金的分销渠道包括基金公司、大型银行和经纪商。对于每个渠

道，基金的选择往往受到限制，同时个人投资者面临较高的门槛。2013年3月，中国证

监会发布了三项规定，允许科技公司独立分销共同基金，而不依赖于基金公司、经纪商

和银行。自此，越来越多的共同基金通过这些平台进行分销，为零售投资者提供了在单

一平台上选择的庞大基金。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这些平台使他们的广告更容易传播，甚

至小型和不那么知名的基金公司现在也能够触及整个投资者基础。因此，金融科技平台

如何影响中国共同基金市场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科技平台作为共同基金的额外分销渠道如何重塑中国共同基金市

场。我们发现，第一，相对于仅通过传统渠道分销的基金，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分销的基

金 有 显 著 正 向 净 流 入 。 通 过 金 融 科 技 平 台 分 销 的 基 金 相 对 于 其 他 基 金 额 外 吸 引 了

6.39%的基金流入，而我们样本中的平均基金流动约为15.6%。第二，这些平台吸引的

基金流入主要由表现优异的基金贡献，表明流动与业绩敏感性更强。但是另一方面，与

现有文献一致，糟糕表现的基金则没有被过度的赎回。此外，虽然采用金融科技平台作

为额外的分销渠道会吸引更多的基金流入，并导致更强的流动-绩效敏感性。然而，由于

这些平台并未改变市场基本面，基金市场的平均回报并没有受到影响。第三，进入金融

科技平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信息，因此，投资者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基金选择，

能够选择盈利的共同基金，导致基金经理可能通过承担更多风险来提高业绩以吸引基金

流入。由于过度承担风险，基金回报也更具波动性。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金融科技平台对基金羊群效应的影响。通过构建羊群效应指

数，我们发现效应测度与基金流入和回报呈正相关，但与波动性呈负相关。金融科技平

台平均上对羊群效应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业绩较差的基金的羊群效应行为有显著

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表现较差的基金经理更有动力在选择股票时偏离其他基金，以

提高业绩吸引基金流入。

“FinTech Platforms and Mutual Fund Market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Money, 84, 101652, Apr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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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三

作者简介

博士毕业于美国杜兰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硕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本科

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主要从事

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应用微观经济学相关领域的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或 接 收 于J o u r n a l  o f P u b l i c 

Economic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和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主持沈阳市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研究院青

年课题1项。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助理教授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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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Feng Chen, Douglas N. Harris, The market-level effects of charter schools on student outcomes: 

A national analysis of school distric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228,2023,105015,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3.105015.

The Market-Level Effects of Charter Schools on 

Student Outcomes:

A National Analysis of School Districts

Feng Chen, Douglas N. Harris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许学校自1992年首次在

明尼苏达州开办以来，一直是美国教育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特许学校是由个人或团体开

办、但由政府拨款运行的公立学校，它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教学方法和教

师。特许学校是公立教育市场化的一个尝试。特许学校的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更好地满足参与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有利于本校学生的发展。同时，特许学校的存在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提

高传统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而反对者则认为，特许学校会吸引走传统公立学校的优秀生源，

从而使传统公立学校的生源水平下降。另外，如果传统公立学校的生源被特许学校吸引走，相

应的政府拨款也会拨给特许学校，这会对传统公立学校造成一定的财政冲击。以往的研究通常

要么只关注特许学校的发展对本校学生的影响(participant effect)，要么只关注特许学校的发

展对传统公立学校学生的影响(competitive effects)，较少地关注特许学校的发展对所有公立

学校学生的总体影响。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地聚焦于特许学校发展对学区内所有公

立学校学生的总体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分析。通过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来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

本文研究发现：当特许学校的学生占学区内所有公立学校学生的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会使

整个学区小学/初中的数学和语言成绩提高 0.01 个标准差，并提高高中生毕业率 1-2 个百分

点。该研究发现的特许学校的积极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机制来解释：(a)参与效应,特许学校

更为灵活的教学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参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b)竞争效应,特许学校的存在可

以促使传统公立学校提高教育质量; (c)关闭效应,低效的传统公立学校可能会因表现不佳而被关

闭。该研究是第一个专注于特许学校市场份额增长对学区所有公立学校学生总体影响的全国性

研究。该研究为特许学校的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公立教育市场化的教育理念提

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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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2017-2023）。本科毕

业于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金融实验班，获经济学与理学双学士；硕士

毕业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博士毕业于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经

济增长、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现有发表刊物包括《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Economic Modelling》》、《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等国际知名期刊。担任《Journal of 

M o n e y ,  C r e d i t  a n d  B a n k i n g 》 、 《 J o u r n a l  o f 

Macroeconomics》、《Pacific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Modelling》、《China Economic Review》等SSCI期刊的匿名审稿

专家。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2项，并参与多个国家自科项目。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副教授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page��18

文章简介

本文研究了1978-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这一时期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

轨并存的时期。在“双轨制”（DTS）下，农村农民有义务先完成政府的订购任务之后

再向市场销售，而城市消费者则享有事实上的农产品补贴。本文采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

型，结合异质性企业和工人以及投入产出联系，利用历史数据，分析了DTS时期中国的

配置、价格和市场形成。从理论上讲，虽然DTS会扭曲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错

配效应），但它有利于农村的工人和农民的选择（选择效应）。此外，与苏联式休克疗

法的经济相比，DTS通过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中间产品来激活工业化（激活效应）。从

定量上看，如果1978年直接转向市场经济，在激活效应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总产出将

减少4.5%。从1978年到1992年的双轨制改革（采购价格越来越接近市场价格）使总产

值增长了4.4%。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

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

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

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

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

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

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

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

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

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

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

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

[1] “Market Formation in China from 1978” (with Yang Tang),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July 2022, Volume 95, 103784. 

[2] 刘勇，白小滢，唐荣胜，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技能溢价，中国工业经济，2023, 
(11): 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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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A，硕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实证公司金融和

证券投资。近期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 i tut ions and Money、Finance Research 

Letters、以及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助理教授

作者简介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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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亲社会偏好 (Prosocial Preferences) 或个人利他主义 (Altruism) 是指倾向于造福

他人或整个社会的倾向，被认为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具有亲社会偏好的人与自利

最大化刻板印象相反，能提高他人的福祉。在企业环境中，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 

(Prosocial CEO) 也被发现通过采取员工友好的政策和提高客户满意度来惠及广泛的公

司利益相关者。然而，关于利益相关者是否意识到这些与亲社会CEO相关的利益并因此

重视亲社会CEO的存在，知之甚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研究了作为重要利益相关

者代表的银行在设计银行贷款合同时是否重视CEO的亲社会偏好。在设计贷款合同时，

银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由于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债务代理成本。例如，“风

险转移”动机的管理者会做出有利于股东但牺牲债权人的公司决策。鉴于这种财富剥

夺，债权人往往会增加债务成本或在债务合同中包含更严格的条款。然而，只要亲社会

偏好驱使CEO考虑他人的福祉，亲社会CEO就可能在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做出考虑债

权人和员工等广泛利益相关者而非仅考虑股东的公司决策。因此，亲社会CEO的存在可

能会缓解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这样的CEO会对可能对债权人造成伤害的决

策保持敏感。因此，如果债权人将CEO的亲社会偏好纳入贷款决策中，我们推测当债权

人预期与亲社会CEO相关的代理成本较低时，他们可能会收取较低的债务成本。

本文根据CEO的个人慈善捐赠记录来识别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并构建了一个样

本，包括2000年至2012年间向S&P1500公司发放的9,042笔银行贷款。实证结果表明，

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的存在与公司的债务成本负相关。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采用DiD方法，探讨了外生的CEO更替事件。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我们的发现仍

然成立，并暗示了亲社会CEO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因果效应。此外，更多的证据表面，具

有亲社会偏好的CEO的公司减轻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降低了债务的代

理成本。另外，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的存在影响了银行贷款合同的其他方面。具体来

说，本文发现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的公司能够在约束较少的情况下借款，并且不太可

能提供抵押品来担保贷款。最后，我们发现具有亲社会偏好的CEO的存在对公司的价值

有积极影响，并与较低的违约风险相关，这一点更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结果。

“Prosocial CEOs and the Cost of Debt: Evidence from Syndicated Loan Contract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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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项 目 一

项目主持人简介

本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硕士

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毕业于纽约

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以及应用计量经济

学。目前有一篇论文发表于Labour Economics，并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助理教授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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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极化对于代际流动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项目简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而二

十大报告更是将这一目标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关键

是保障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充分的代际流动，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较为平等

的教育与工作机会，从而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当前我国面临较为严峻的收入极化倾

向，中等收入群体存在“M型”塌陷风险的情况下，保障乃至提高代际流动性是我国现

阶段的一项重大需求，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对于这一重大需求的解决，存在着特

定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收入分布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于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之间相关关系的估计，以及对这一关系的形成机制的猜测与

建模，而几乎没有对于收入极化这个与代际流动性更加直接相关的收入指标如何影响代

际流动性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而且，由于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也缺乏关于收入分

布与代际流动性之间作用机制的实证因果分析，以及对于不同作用机制相对贡献的量化

分解研究。由于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对于决定代际流动性的机制方面尚缺乏深入理解，

因此在制定促进代际流动性相关政策方面也缺乏科学有效的依据。

在这一背景下，本项目致力于解决“收入极化对于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这一核心科学问题。本项目首次测算我国省级行政区的收入极化程度与代际流动性

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基于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空间均衡概念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收

入极化对于代际流动性影响的作用机制 ，为解决本项目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奠定理论基

础。通过求解该模型的一个简化版本得知，收入极化会 降低代际流动性，使得不同家庭

背景的孩子的机会也更加两极分化。最后，本项目利用交乘项模型、Probit模型、工具

变 量 回 归 和 中 介 效 应 模 型 来 分 析 收 入 极 化 与 代 际 流 动 性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 并 通 过

Shapley Value分解法定量评估二者之间各种关联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基于这些研究结

果，本项目提出保障乃至提高我国代际流动性切实可行的政策性建议，为我国早日实现

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page��23

项 目 二

项目主持人简介

2021年毕业于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获得经济

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 项目评价, 机器

学习, 劳动经济学。目前有英文工作论文多篇， 中文论

文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参与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助理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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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收入差距分解方法：相关理论和应用”

项目简介

最近几十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内外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呈扩大的趋势。究竟

是因为不同群体间存在的不同资源禀赋，比如教育，工资经验分布，还是因为劳动力市

场对不同群体同样禀赋的回报差异，即存在歧视，一直存在争议。收入差距分解模型是

研究这些因素重要的工具之一。

收入差距分解包括最经典的基于线性模型的OB分解，基于比例倾向函数的DFL加权

分解，基于核估计的非参数分解。但每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基于参数模型的OB分解依赖

相关线性模型。而基于半参数和非参数各种方法（1）都无法对禀赋效应和结构效应进行

详细分解，（2）同时非参估计的调节参数缺乏有意义的经济学解释，（3）在高维变量

情况下，传统非参估计量表现非常糟糕

本研究使用基于数据驱动的分区（partition）来克服这些问题，并且当我们考虑使

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区时，分区估计还可以使得我们的估计避免维度诅咒。目前该项

目研究有如下进展。

1.基于分区估计的OB分解方法改进：我们旨在提出一种改进传统的OB分解方法的方

法，通过分区估计获得更准确的禀赋效应和结构效应的估计值。这一部分已经取得初步

进展，并形成一篇工作论文。 

2.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的引入：由于机器学习的黑箱性质，我们引入中提出的双重机

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方法，并成功构建了纽曼垂直分数（Neyman 

Orthogonality Score），以消除机器学习方法对最终结果的偏差。目前，我们已推导

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OB分解的渐近分布，并计划将这些最新进展纳入相关论文的更新版

本中。

未来的两年工作计划，首先我们希望构建基于分区估计的详细分解方法，并深入研

究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以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我们计划尽快完成相关研究并撰写论

文，以深化对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理解。最后，我们计划在明年下半年开始研究混合

数据的非参数回归方法，以满足项目的第三个目标。这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全面的数据

分析工具，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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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三

项目主持人简介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2017-2023）。本科毕

业于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金融实验班，获经济学与理学双学士；硕士

毕业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博士毕业于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经

济增长、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现有发表刊物包括《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Economic Modelling》》、《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等国际知名期刊。担任《Journal of 

M o n e y ,  C r e d i t  a n d  B a n k i n g 》 、 《 J o u r n a l  o f 

Macroeconomics》、《Pacific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Modelling》、《China Economic Review》等SSCI期刊的匿名审稿

专家。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2项，并参与多个国家自科项目。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  副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及知名期刊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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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层面人力资源误配测度、传导机制与政策研究：

基于搜寻匹配理论视角”

“人才资源错配的形成、传导机制与政策研究：

基于组织层级理论的视角”

项目简介

人才的技能误配和空间误配影响城市间的平衡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效

率，引入技能匹配的搜寻匹配理论为分析人才技能误配与城市平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研

究方法。将这一理论模型与城市经济学中集聚理论结合起来，对于理解城市人力资源误

配的形成，进而对其进行有效规避，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课题针对

现有研究中仅仅考虑劳动力空间错配和缺乏内生机制这一不足，将技能误配与空间错配

纳入同一个框架，同时在考虑内生的集聚效应的双边搜寻匹配模型中探讨技能误配和空

间误配对城市效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效率与公平，拟实现二者兼顾

的城市平衡发展目标。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降低城市层面的人力资

源误配的政策机制，以期为实现城市的平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

人才资源错配影响经济效率，进而影响高质量发展进程。引入层级理论为分析人才

资源错配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将这一理论模型与资源错配理论结合起来，对于理解

人才资源错配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而有效提升人才资源配置效率，无疑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课题针对现有研究中缺少对人才资源错配的形成及传导机制

的讨论这一不足，将生产组织层级理论与人才-岗位匹配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同时构建

一个内生化个体职业晋升机制的人才-岗位动态匹配模型以探讨人才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

影响，并阐释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以及个体生

命周期收入动态变化等方面的应用，从而更好的理解人才资源错配的内涵与外延。最

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丰富的微观数据，建立与现实相匹配的实证和量化

分析模型，提出规避人才资源错配的政策机制，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

支持和现实指导。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71803112), 2019/01-2021/12, 18万（已结项，主持）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72373088), 2024/01-2027/12, 40万（在研，主持）



社会服务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葫芦岛调研简报

调查时间：2023年12月12日至2023年12月13日

调研内容：参加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调研能源化工、现代制造业，

泳装产业，乡村振兴。

调查地点：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孚

迪斯石油化工（葫芦岛）有限公司（12月12日）。兴城泳装行业：兴城市恒溢制衣有限公司，兴

城市中翊针织加工厂，兴城市奥派印秀厂，兴城顺兴针织厂，兴城市巨鲲泳衣厂，兴城羽姿制衣

有限公司（12月13日）。

参调人员：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姚树洁，副教授唐荣胜，助理教授何真瑜、王丹丹、吕玮城。

葫芦岛人员：市长何志勇、副市长、市发改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教育局局长、市科技

局局长、市人社局局长、共青团市委书记，有关部门和企业领导及科技人员。

基金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才资源错配的形成、传导机制与政策研究：

基于组织层级理论的视角”（批准号7237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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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潘一山

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士国

辽宁大学纪委书记张洪新

辽宁大学副校长霍春辉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姚树洁，

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谢地

辽宁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放

辽宁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丁琳，

辽宁大学轻产学院院长薛友林

辽宁大学团委书记高月

辽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艳枝

辽宁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赖博熙

辽宁大学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张贺明

辽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中洲

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志勇

副市长刘辉

副市长、市发改委主任范炳吉

市政府秘书长人选、办公室主任周佳楷

市教育局局长王兴华

市科技局局长赵旭东

市人社局局长郭彩学

共青团市委书记滕达

葫芦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马健

参与揭牌仪式的辽宁大学主要领导有：

参与揭牌仪式的葫芦岛市主要领导有：

2023年12月12日，全体参调人员参加

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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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概况

葫芦岛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是自1989年设立地级市以来全省最年轻的城市。总面积达

1.04万平方公里，拥有户籍总人口约272.4万，常住人口约243万，下辖包括兴城市、绥中县、建

昌县、连山区、龙港区、南票区在内的六个县（市）区。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港口和旅游

城市，葫芦岛市在辽宁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旅游先行区和省级军民融合示范区中占有重要地

位，并荣获诸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众多荣誉称号。

葫芦岛市地处东北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以其明显的区位优势和

便利的交通，被誉为“关外第一市、北京后花园”。这里不仅历史文化悠久、风光秀美，还汇集

了城、泉、山、海、岛于一体，拥有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风景名胜

区和4A级景区。此外，葫芦岛自然资源丰富、物产多样，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海岸线长达

261公里，富含锌、铅等51种矿产和海洋油气资源。

葫芦岛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齐全的产业链。从“一五”时期起，这里已经有国家重点项目

落户，并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块锌锭、第一袋烧碱、第一匹锦纶。如今，这里汇聚了中石油、中船

重工、西门子等世界500强企业，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船舶机械、能源电力等支柱产业闻名

全国。葫芦岛市还被誉为“中国泳装名城”，其泳装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自1989年建市以来，葫芦岛市始终保持着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2022年，其地区生产总值

达870.6亿元，显示出良好的经济增长。市场主体数量超过25万户，反映出市场的活跃度和内生

动力。经济结构上，一二三产业的占比为18.3:33.7:48。重工业是主导产业，其中石油化工、有

色金属、船舶机械、能源电力四大支柱产业占工业总量的大部分。发展方向上，葫芦岛市依托其

船、核、港及军民融合优势，不断提升四大支柱产业，同时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现

代农业等特色产业，形成“4+7”产业格局，实现经济总量、增速、质量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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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案例及简要分析

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作为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2年

6月，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药及其他精细化学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致力于为农业提供全面的植物保护解决方案。从战略定位来看，优创植保不仅是扬农股份在北方

的重要农药生产基地，也是中国中化“十四五”规划和辽宁省重点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更是葫芦

岛市的招商样板。

从投资计划来看：

公司计划总投资100亿人民币，一期项目预计投资42亿元，展示了公司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巨

大的发展潜力。从产能规模来看，公司预计年产农药原药15650吨及农药中间体7000吨，展现出

其在植物保护领域的大规模生产能力。

从项目进展来看：

目前，公司的建设项目进度良好，附属建筑和主厂房施工接近完成，多个单体结构建设已完

成主体及二次结构施工。此外，室外消防管道和外管架结构施工进度超过90%，表明项目按计划

稳步推进，预期2024年6月投产。

从潜在挑战来看：

第一，施工管理复杂性强。多个建设标段同步进行，施工管理的复杂性增加，需要高效的项

目管理和协调。

第二，资金流动性要求高。高额的投资计划可能对公司的资金流动性提出较高要求，尤其是

在当下产品价格预期较低的情况下。

第三，市场需求变化快。快速发展的农药市场要求公司在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上持续创新，

以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第四，环保与安全标准高。作为化工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确

保建设和生产过程的环保性和安全性。

综上所述，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表现出清晰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发展

过程中也可能面临施工管理、资金流动性、创新、环保安全等方面面临一些挑战。

1.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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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于葫芦岛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是一家民用军工企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长期致力于航空发动机润滑油和风

电齿轮油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多年来，一直为中国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发动

机制造单位、空军海军发动机修理厂以及各大风力发电厂等提供优质润滑油产品，先后荣获中国

航发优秀供应商和最佳质量奖。2021年，中国航发集团参股孚迪斯，目前已完成混合所有制改

革。2022年实现产值1.2亿，其航空润滑油占市场份额的80%。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公司现有员工仅117人，却建立了多达30余名研发人员的科

研团队，成立了辽宁省航空润滑油材料工程实验室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该实验室是国内航空装

备润滑油和风电齿轮油性能评价手段先进、检测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下设12个实验中心。近年

来，公司承担了多项重要科研任务及产学研合作项目，推动了国产润滑油的技术升级，已申请获

批润滑油国家军用标准2项，获得国家专利40余项，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且多

项产品通过国防科技成果鉴定。

公司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计划年生产量为5万吨，现在年产量仅为2000吨。有鉴于

此，该公司亟需扩展新市场以提高市场需求，设计研发风电齿轮油产品正是为实现该目标所做的

尝试。

3.孚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

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于2005年

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压缩机、汽轮机业务与服务的中外合资有

限公司，其中西门子能源集团占90%，葫芦岛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占10%。公司致力于为能源行业提供高效、可靠的透平

机械解决方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生成、石油天然气以及

工业加工等多个领域。

该公司的核心特点之一是其对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和实施。

通过应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有限公司不断优化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流程

的自动化程度，确保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能够提升整体运营效率。自2019年9月数字化中心

立项到2022年9月实现PLM、ERP、MOM三个系统交互相通，公司在短短3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信

息透明化，运营效率提升了8%，产品交期缩短了10%。

公司还倡导“零伤害文化”，强调安全生产和员工福祉，即通过改进生产培训过程和建立安

全监控体系来实现消除工作场所事故、确保所有人员健康与安全的目标。该文化体现了公司对员

工健康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符合西门子集团的全球安全标准。截止到2023年12月12日，

该公司已保持安全生产天数2343天。

尽管如此，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数字化转型虽提高了效率，但也带来了数

据安全和网络安全的新问题。此外，该公司需要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应对严格的环保法规，并

在实施“零伤害文化”的过程中持续改进员工高成本培训的问题。

2.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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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泳装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自那时以

来，兴城以其泳装产业为标志，成为了辽宁省乃至

全国的知名地区。在2010年，兴城被中国纺织工业

协 会 、 中 国 服 装 协 会 授 予 “ 中 国 泳 装 名 城 ” 的 荣

誉，成为国内首个获得此称号的城市。兴城泳装产

业至今已成为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年产值达150亿

人民币，年产量高达1.8亿件/套。兴城占据了国内

40%的市场份额以及国际市场的25%份额，标志着

其在全球泳装市场的重要地位。该产业在电商领域

同样表现出色，已经有4万家泳装电商在网上运营，年网上销售额可达50亿元人民币。兴城泳装

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包括连续举办13届国际泳装博览会和12届国际泳装展，这些展会不仅推广了兴

城泳装，还增强了其品牌价值。兴城泳装产业发展指数以兴城泳装产业为核心，定期发布产业发

展指数、创新时尚指数和外贸景气指数，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权威的数据支持。

从品牌和创新来看，至2022年，兴城泳装产业已拥有1325个注册商标，其中包括全国驰名

商标3个、辽宁省名牌产品10个、辽宁省著名商标28个。外观设计专利申请1013件，授权量288

件。兴城泳装品牌如“范德安”、“蝶姿”、“凯迪龙”、“波尼士”等远销欧美等国家，提升

了其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从产业布局和创造就业来看，兴城泳装企业市场主体登记4331家，规

模以上企业15家，带动就业16万余人，形成了研发运营中心和生产中心两大专业化基地，如斯达

威产业园、英华泳业品牌园的建立，不仅推动了产业的标准化和集群化发展，还实现了泳装生产

的规模化；从国际化布局来看，兴城泳装企业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并购，包括美国英盖尔公

司、俄罗斯伊格力公司以及德国意迪埃等公司，扩大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和渠道。此外，兴

城规划建设了33个海外仓，其中17个已经投入运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

推动泳装产业跨境贸易的发展；从数字化转型来看，兴城泳装产业集群正围绕数字化转型进行创

新，建设并运营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公信

力、消费力、合作力。如3D试衣、个性化定制、数字化展示等创新服务，提高了客户体验，并促

进了销售转化率。

兴城泳装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国际国内经济两个大循环的要

求，不断延伸产业链，向轻运动服装领域延伸，并在纵向上打造印染、织布、辅料、加工、营销等

全产业链，提高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为了克服兴城旅游城市难以建立新印染厂的情况，可以考

虑与周边可行地区磋商建立行政飞地或共建工业园区，引导印染，织布，纱线等上游产业逐渐在更

合适的地理位置设立。此外，兴城泳装产业还应重点围绕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实现泳装厂村级层面全覆盖，为地方就业做出贡献。可以考虑拓展业务范围到周边可行地区，乃至

辽宁各发展中地区，为兴城输入劳动力，减轻现时的用工短缺问题。在资金可行的情况下，在周边

可行地区建立职业学校分校，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可以以免学费或低学费，提供职业发展的基础条

件，通过签订长期合同，为兴城输送纺织业人才，以此带动泳装产业及本地经济长远发展。

4.兴城泳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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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泳装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我们走访了兴城泳装产业的斯达威泳装超级产业

园、恒溢制衣有限公司、顺兴针织厂、中翊针织加工厂和羽姿制衣有限公司，并与当地企业家举

行了座谈会。据兴城泳装行业青年协会会长及走访的几家公司的老板反映，该地泳装行业主要面

临以下四个风险与挑战：第一、泳装行业的机械自动化程度低，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这是由泳

装行业的特点决定的，泳装用料主要为弹性面料、细小的工艺繁多并且泳装款式多变，这就造成

了比较难有统一标准化的机械自动化生产线来完成生产；第二、当地泳装行业劳动力紧缺。该地

区泳装行业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而据我们实地观察的情况，该地泳装行业厂家内员工多为四十

到五十多岁的员工，青年员工很少，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当地做这种重复体力劳动，尽管厂家给出

的薪酬并不低（技术成熟工人一个月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第三、当地泳装产业的产业链还并

不完整，这主要体现在印染环节的缺失，当地仅有两家小型的印染厂（我们参观走访了其中一家

即顺兴针织厂），而这对于当地泳装产量可谓杯水车薪，导致印染好的布料严重依赖外地采购；

第四、当地泳装产业的销售和采购环节主要在外地，这就导致留在本地的利润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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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凭借其丰富的工业资源和美丽的旅游景点，展现出显著的发展潜力。但面临着包括

产业结构单一和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等挑战。葫芦岛市在泳装产业和旅游业方面已取得

显著成就，其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潜力值得关注。未来，通过加强产业多元化和技术革新，葫芦岛

有望实现更全面和持续的发展。下面是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持续巩固和发展泳装行业，完善产业链，加强品牌建设。将泳装品牌打造成兴城和葫芦

岛的标志性产业，并继续推动自动化和数字化建设以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葫芦岛市应加强和

扩展其泳装行业。通过完善产业链和加强品牌建设，这一行业不仅能够巩固在兴城和葫芦岛的领先

地位，而且有潜力成为这两个地区的标志性产业。同时，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葫

芦岛市应继续着力于推动自动化和数字化建设，这将有助于提升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确保长期的

可持续发展。这种综合发展策略旨在保持葫芦岛市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有利地位，同时为应对未来挑

战做好准备。

二是、利用泳装行业的发展和葫芦岛的地理优势及丰富旅游资源，探索“小资”和“精品”旅

游产品，融入环渤海旅游圈。葫芦岛市应利用其在泳装行业的发展动力和地理优势，以及丰富的旅

游资源，来开发和推广小资及精品旅游产品。这一战略旨在吸引更多高端旅游市场的客户，同时将

葫芦岛市作为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融入到环渤海旅游圈中。通过结合时尚泳装元素与旅游体验，

葫芦岛市将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从而吸引那些寻求独特和个性化旅游体验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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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鼓励外商投资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南财快评》.8月14日.

姚树洁

三是、安全、有序、环保地发展高端制造业和能源化工行业。葫芦岛市应致力于安全、有序

且环保的方式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能源化工行业。这一策略不仅包括引入先进技术和工艺，以提

高产业效率和降低环境影响，还着重于持续的创新和技术革新，确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葫芦岛市也应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以提升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旨在将这些关键产业转型为更高

效、更环保的未来产业模式。

四是、注重人才吸引和培养，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葫芦岛市应注重吸引和培

养人才，以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到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个策略包括建立和加强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

作，孵化和推动研发和创新，以及提供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以吸引高技能人才。同时，葫芦岛

市也应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展和创新的环境，通过政策支持和投资于高科技领域，以推

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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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葫芦岛市电视台和市团委相关报道附件：葫芦岛市电视台和市团委相关报道附件：葫芦岛市电视台和市团委相关报道

1. 葫芦岛市电视台报道《辽宁大学与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

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

https://mp.weixin.qq.com/s/_QVwdHhMHJUPXN0qaoo9XQ

2. 葫芦岛市团委报道《辽宁大学经济学家、资深教授姚树洁一行来葫调研泳装产业》

https://mp.weixin.qq.com/s/OdFM1Tt7MMRpU2uSRVvQ2w

3. 葫芦岛市团委报道《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资深教授姚树洁

在企业参观期间通过广播向世界介绍兴城泳装》

https://mp.weixin.qq.com/s/ezNmcuuzhNUJQWOrdZVnxg



社会影响力

《重大新闻》

姚树洁院长入选“2022年度科学影响力

排行榜”。222
姚树洁院长被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授予

荣誉教授头衔。333

姚树洁院长进入“全球前2%顶尖科

学家终身成就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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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副院长赴韩国首尔参加第18届东亚经济学会国际会

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同时商讨《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杂志与东亚经济学会的

学术合作事宜。

444

《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ESD，数字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期刊出版近30篇文章。

555



Yoonbai Kim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Identification of Evolv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China”

Kunwang Li (Professor, Nankai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Reduction in Income Inequality on China's ‘Internal  Circulation’: A Structural 

Estimation"

Jun Ma (Professor,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Estimating the Interest Rate Trend in a Shadow Rate Term Structure Model”

Qi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and Mechanism”

YonghwanJo（Assistant Professor, Liaoning University）

“Improving return forecast accuracy of machine learning by simple sample splitting”

Jie Yu (Northwest University)

"Simultaneous Optimization of Maximizing Return Rate and Minimizing Risk of PortfolioProblem in 

Spirit of Probability - based Multi - objective Optimization”

Session I 

Session II

Parallel Session I

1.�“���东北亚�域�作发�和��创��国际�议

Xun Zhang (Professo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inTech Adoption and the Effects of Bank Branch

 Distribu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Large Firms”

Yue Lv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How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na‘s import?"

Session Ⅲ

Lei Lu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anitoba)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Bond Market: Uncovering Risk using Machine Learning"

Kunpeng Li (Professor,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igh-dimensional factor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Chunxia J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berdee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finance on the performance, financial risk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Faqin Lin (Professor,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Rising Regionalization during COVID-19:Evidence from the distan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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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



Yuelei Xu  (Associate Professor, Liaoning Univer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Japan”

Fan Zhang（Lecturer，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oes government-driven infrastructure boost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of new infrastructure plan in 

China

Minhua Ya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How Do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Green Patents Affect Regional Economy and Air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Carbon Trading Pilot Markets”

Parallel Session II

Jinlan Ni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China

Shuang Yang

Policy scenario analysis of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 for road transportation sector in China

Lianzhou Tang

Patronage Like China: Informal Institution,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Air Pollution

主题：环境与发展

2.�第九届⾹樟经济�英�论坛（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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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yun Xia

Technology Market, Product 

Market and Aggregate 

Innovation

DainJung

High-Risk AI System for 

Business? Investigating the 

Passive Pathway of Stereotype 

Threat in AI-Human Interaction

Gan Xu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vestment o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unru Guo

CEO Relative Age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Yu Zho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in China

Mengyao Dong

Shadow Banking and Corporate 

Liquidity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Entrusted Wealth 

Management in Listed 

Companies

MingjiaXie

Do the formation of E-

commerce platform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Yufei Liu

How Can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Rural consump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Policy of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Wenhao Sun

Robots, Firm Employment 

Degradation and Innovation 

Dumb

JianfengXu

The “Magical” Power of Rare Names:   

Do Individuals with RareNames  Achieve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Zhe Yang

Marriage or Cohabitation? The

Role of Gender Wage Gap 

Siyuan Fan

Organizations Mobilize People:Soci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Resistance,  
and Long-term Political Distrust 

Geran Tian
Too old to spend? Understand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XiChen

Ingratia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nterprise Value

Guanxu W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Upgrading, Border Effect and

Pollution Transfer: Evidence 

from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Jinjin Ma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digital 

economy age: The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iyu Cheng

Growth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Place-Based Policies on City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Jietong Lin

Time Consistency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Local Economic 

Performance

主题：数字经济2 主题：企业与环境主题：数字经济1

主题：金融学 主题：劳动经济学 主题：区域经济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第十六届山东经济学年会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

特征及历史机遇
2023-04 中国山东

姚树洁

首届奉节英才大会
双循环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高质量发展
2023-04 中国重庆

第九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

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国

特征及历史机遇
2023-04 中国上海

第四届(2023)东北振兴

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学术

论坛暨首届沈阳现代化

都市圈发展论坛

区域协调发展与东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2023-06 中国辽宁

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

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暨

“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经济

学新发展”论坛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挑战及战略对策
2023-10 中国湖北

第十届中国世界经济学

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

论坛——世界经济新变化与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挑战及战略对策
2023-11 中国北京

the 18th EAEA Conference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capital controls, and 

Income inequality
2023-10 韩国首尔游宇

NBER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rogram Meeting

A National Analysis 

of School Districts.
2023-05 美国华盛顿特区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Does gender equity boost 

fertility: cross-sectional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06 中国湖北

 第七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

论坛年会

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 Hidden Role of Local 

Gender Norms.

2023-07 中国浙江

中央财经大学创新发展学院

首届全球校友学术年会

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 Hidden Role 

of Local Gender Norms.

2023-11 中国北京

陈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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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第九届香樟经济学英文论坛

《Growth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Place-Based Policies on City 

Exports: Evidencefrom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2023-09 中国辽宁

程诗雨

中国城市发展与开放经济

国际会议

《High-Speed Rail 

Accessibility and Housing

 Price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in China》

2023-12 中国江苏

Research Seminar at 

Hanyang University

When Gold Meets Copper: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Informative Role of 

the Relative Value of Gold 

on Global Stock Markets

2023-05
Hanyang 

University 

Roh 

Tai-Yong

中央财经大学全球校友

学术年会

资本市场开放推动企业

碳减排了吗：基于

“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2023-11 中国北京毛明海

经济波动与增长论坛
Sectoral Learning 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
2023-09 中国辽宁

唐荣胜
Chinese Macroeconomy 

and Sustainable 

Growth Workshop

Trade, R&D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
2023-11 中国江苏

CTRG2023年会
Trade, R&D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
2023-12 中国辽宁

98届西方经济协会国际年会

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 Hidden Role of 

Local Gender Norms

2023-07 美国王丹丹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

教育分会年会

Who benefits most from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10 中国北京

谢明佳

第二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Who benefits most from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12 中国武汉

ROC and PRC 

Approaches to Evaluate 

Recession Forecasts

4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recasting
2023-06

美国弗吉尼亚州

Charlottesville市
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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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讲人：任泓霖  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2.主讲人：刘岩  副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主讲人：孙皓莹  副教授（肯塔基大学盖顿商学院）

4.主讲人：李嫦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6.主讲人：宋晓军  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讲座题目：Environmentally-Inclined Politicians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Publicly Listed Firms in China

讲座题目：穿透式国有股权占比与企业抗风险韧性

讲座题目：Design of Rebates for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Products

5.主讲人：刘潇  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讲座题目：Shadow Banking of Non-Financial Firms: Arbitrag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China

讲座题目：The Consistency of Rationality Measures

讲座题目：Specification Tests for Regression Models with Measurement Errors

《经济学前沿高端讲座&暑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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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讲人：苏立  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讲座题目：Import Licenses, Intermediaries, and Price Pass-through: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eel Market

9.主讲人：黄宇凡  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11.主讲人：王艳菲  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讲座题目：Nonlinear Spillover Effects of US Financial Uncertainty

讲座题目：Demand for Performance Goods: Import Quotas in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7.主讲人：黄娜群  助理教授（南京审计大学）

讲座题目：Are Cities Losing Innovation Advantages? Online versus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8.主讲人：薛森  副教授（暨南大学）

讲座题目：Inter-group 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12.主讲人：林蔚  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讲座题目：Seasonal adjustment of time series observed at mixed frequencies using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with wavelet thresholding

13.主讲人：杨柳  副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

讲座题目：Getting the ROC into Sync

14.主讲人：庄晨  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讲座题目：Examining the Zero-Markup Drug Policy in China: A Structural Approach

15.主讲人：刘宏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讲座题目：价值医疗视角下的医保共济保障与居民健康

16.主讲人：丸山士行（Shiko Maruyama）  教授（暨南大学）

讲座题目：Health Shock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nings over the Life-Cycle

21.主讲人：刘定  副教授（重庆大学）

24. 主讲人：叶巾祁  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25. 主讲人：陈亮  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2.主讲人：李瑶  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

23.主讲人：李智  副教授（厦门大学）

讲座题目：央行独立性、政府债务与利率水平再正常化

讲座题目：公平适度目标下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意愿及最优水平研究

讲座题目：Estimation of Characteristics-based Quantile Factor Models

讲座题目：The Mechanics of Growing and Maintaining a Supplier Bas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讲座题目：Coordination via Alternative Assurance Mechanisms in Threshol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19. 主讲人：周子彭  执行总经理（中金研究院）

讲座题目：从劳动力市场看疫后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速

20.主讲人：王湘红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讲座题目：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和女性领导力发展

18.主讲人：王彬  副教授（暨南大学）

讲座题目：The Dynamic Impact of Real Distortion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17.主讲人：陈晓东  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

讲座题目：互相搭便车，互相抢生意：外部性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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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讲人：Melvyn J. Weeks副教授

（英国剑桥大学）

课程题目：Machine Learning for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Predi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ausal Effects

暑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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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的文章“理事长利他精神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重庆市开

   州区田野调查案例的分析” 入选学术精要（2023年9-10月）高被引论文

2.发 表在《南方经济》的文章“企业ESG实践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基于外部压力视角的检

   验”被评选为2021-2022年度优秀文章

姚树洁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海外人才3人

 上海财经大学

副教授
 美国克莱姆森

大学经济学博士

 法国图卢兹经济

学院经济学博士

《荣誉奖项》



�编辑�孙��������审����������终审��树洁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页 24
	页 25
	页 26
	页 27
	页 28
	页 29
	页 30
	页 31
	页 32
	页 33
	页 34
	页 35
	页 36
	页 37
	页 38
	页 39
	页 40
	页 41
	页 42
	页 43
	页 44
	页 45
	页 46
	页 47
	页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