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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须知

为了方便您了解会议期间的各项议程安排，请参阅本会议手册并特别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一、会议报到
报到地点：维也纳酒店（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872号）

报到时间：8月12日下午。

湖北大学（主校区）方位图：

   秦老师13476089846   王老师 13121969516  会务组联系人：王老师 13871158341

分论坛联系人：

分论坛1：侯 棋 13720345186

分论坛2：金美玲 15072212960

分论坛3：张  双 15927078458

分论坛4：陈利鹏 15254129051

分论坛5：鲁钰悦 17762473817

分论坛6：罗  勇 15007130253

分论坛7：彭  律 15071062575

分论坛8：凌  霄 13033776555

1.根据武汉市交通防疫政策，来（返）鄂人员应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并进行落地核酸采样。

“武汉战役”小程序中可以查询附近的武汉市便民核酸采样点位置。

2.根据湖北大学防疫政策，请全程配合、服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

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校园均需实行“预约—申请—审批”制度，审批通过后可刷验身份证进入校园。另

外需要自驾进校的需要提前72小时报备，将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信息发给秦老师，电话号码：

13476089846。

3.在会议期间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时，请及时与会务组或湖北大学校医院

（027-88663301）联系。

五、会务组联系电话

三、会议交通指引
路线指南：

自行驾车：导航至武昌区友谊大道湖北大学会

议中心（注：因疫情防控要求，外来车辆只能从东

北门进入校内）。

公共交通：

（1）地铁7号线-湖北大学站-E出口-直达正门

（2）公交543路、573路、777路、795路、811

路、817路-友谊大道湖北大学站-直达正门。

四、防疫须知

二、会议用餐
早餐：维也纳酒店

8月12日晚餐：维也纳酒店

8月13日中餐：湖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8月13日晚餐：维也纳酒店

8月14日中餐：湖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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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

8月12日（周五）

时  间：晚上 20:00-21:00 

地  点： 酒店会议室

主持人：蒋金荷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技术

经济学会环境技术经济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参加人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环境技术经济分会理事。

时间： 13:30-19:30   

地点：维也纳酒店（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872 号）

会议报到

理事会会议

8月13日（周六）

时间：8:30-12:00

地点：湖北大学 会议中心思睿厅

上午：开幕式、主旨演讲

第一单元  开幕式

主持人：肖  德  湖北大学副校长

领导致辞：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党书记、研究员

待定     湖北大学领导

08:30-09:00

09:00-09:30 集体合影与茶歇：湖北大学 会议中心思睿厅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分论坛 1

分论坛 2

时间：12:00-13:30

地点：

时间：13:30-17:30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下的结构分化和新动能培育》

董直庆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副院长、教授

《工业智能化会助力实现碳达峰吗？约束条件与中国证

据》

伍新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江生态保护基

金会荣誉理事长

《关注环境技术进步容易忽视的六个领域》

王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经济学（季

刊）》副主编

《气温变化对我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中午 午餐

下午：分论坛报告

主  题：碳中和战略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地  点：3号教学楼105教室

主持人：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

学》杂志社社长）

点评人：祁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

程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  题：绿色创新与低碳转型（I）

地  点：3号教学楼106教室

主持人：李雪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教授） 

点评人：于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编辑
部编审）
孙博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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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发言嘉宾与题目：

第二单元 主旨演讲

陆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

《气候融资的量化分析》



主  题：绿色创新与低碳转型（II）

地  点：3号教学楼107教室

主持人：李静（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点评人：庄立（《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冯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

主  题：环境质量研究

地  点：3号教学楼209教室

主持人：刘金科（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教授）

点评人：王俊杰（《当代财经》编辑部主任）

王喜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编审）

主  题：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地  点：3号教学楼209教室

主持人：吴朝霞（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

点评人：陈星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

编辑部副主任）

杨韡韡（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  题：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地  点：3号教学楼205教室

主持人：胡艳（内江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人：胡祎（《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助理编审编辑）

周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

任、副教授）

点评人：朱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余静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

主  题：绿色金融与碳市场

地  点：3号教学楼206教室

主持人：樊明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主  题：双碳目标与生态效率

地  点：3号教学楼108教室

主持人：刘生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点评人：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教授）

王红建（南昌大学教授）

分论坛 3

分论坛 4

分论坛 5

分论坛 6

分论坛 7

分论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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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周日）

上午：主 旨演讲、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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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30-11:30

地点：湖北大学 会议中心思睿厅

08:30-11: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45

11:00-11:40

11:40-11:45

08:30-09:00

第一单元  主旨演讲

主持人：程时雄 湖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嘉宾与题目：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之路：技术变革

与绿色投融资》

陈诗一

山东大学蓝绿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双碳目标实现路径与政策设计研究》

张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碳达峰约束下的经济结构转型》

张友国

蒋金荷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各分论坛主持人总结点评（每人 5分钟）

会议总结

主持人：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The Squeaky Wheel Gets More Grease? Cit-

izen Participation, Social Media, and En-

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张  炳

第二单元 会议闭幕

程时雄  湖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涝灾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



三、分论坛报告

地  点：3号教学楼105教室

主持人：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经济学》杂志社社长）
点评人：祁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

程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分论坛1  碳中和战略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王亢
（湖南大学）

李亚楠
（南开大学）

李亚楠

（南开大学）

王薇

（湖北大学）

夏龙龙
（南京财经大学）

何世雄
（上海财经大学）

童健

（中央财经大学）

夏龙龙

（南京财经大学）

王薇
（湖北大学）

王亢

（湖南大学）

何世雄
（上海财经大学）

童健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居民不平等碳负担检验——基于碳成本传导模型

城市财政目标压力驱动碳减排“任重”而“道远”

碳交易政策的价格效应及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会场负责人：侯 棋 ；电话：13720345186

地  点：3号教学楼106教室

主持人：李雪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教授） 

点评人：于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编辑部编审）

       孙博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

究员）

分论坛2  绿色创新与低碳转型（I）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严威
（中央财经大

张柯
（中南财经政

金环

（华东理工大学）

张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环

（华东理工大学）

邓水银

（湖南师范大学）

邓水银

（湖南师范大学）

欧阳艳艳
（中山大学）

严威

（中央财经大学）

欧阳艳艳
（中山大学）

环境执法与绿色创新——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会场负责人：金美玲；电话： 15072212960

循规蹈矩抑或敢于突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

影响研究

新《环保法》施行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量”与“

质”的双重考察

节能低碳”政策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创新调查企

业的证据

环境司法能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吗——基于环境案件裁判文书

的证据

广义碳价格信号与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选择——目

标协同、政策驱动与作用机理

人口结构变迁驱动双碳目标实现的机制研究——国际经验与

中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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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3号教学楼108教室

主持人：刘生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点评人：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教授）

王红建（南昌大学教授）

分论坛4  双碳目标与生态效率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王紫豪
（合肥工业大学）

王紫豪
（合肥工业大学）

吴春玮

（安徽大学）

吴春玮

（安徽大学）

蓝晴
（湖北大学）

蓝晴
（湖北大学）

周传玉

（华东师范大学）

周传玉

（华东师范大学）

张晋宁
（山东大学）

张晋宁
（山东大学）

环境规制与碳减排效率—行政命令与市场手段孰优孰劣?

水资源税改革的节水效应和减排效应：基于工业企业的证据

碳中和愿景下数字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绿色效率的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与碳减排：理论与实证

会场负责人：陈利鹏；电话：15254129051

地  点：3号教学楼107教室

主持人：李静（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点评人：庄立（《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冯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分论坛3  绿色创新与低碳转型（II）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政策与农户能源消费升级

清洁发展机制可以实现气候缓解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

标么？——来自中国的证据

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以

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分析师角色研究——基于新《环保

法》的准自然实验

Spatial heterogeneity impacts of bilateral foreign investment 
on green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ese cities

基于 CEEMDAN-HML模型的碳排放与碳达峰预测——以京

津冀地区为例

排污权交易制度如何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微观机理

与模式差异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高宇航

（中央财经大学）

高宇航

（中央财经大学）

马广程

（上海财经大学）

马广程

（上海财经大学）

陈梁

（华中科技大学）

陈梁

（华中科技大学）

王风云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王风云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牛珊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牛珊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万攀兵

（武汉大学）

万攀兵

（武汉大学）

汽车行业碳交易与个人碳资产认证综合减排效果研究

吴晨晖

（四川农业大学）

吴晨晖

（四川农业大学）

杨珂欣

（中国石油大学）

杨珂欣

（中国石油大学）

补贴退减下京津冀分布式光伏发电经济效益研究

会场负责人：张 双；电话：15927078458

08



地  点：3号教学楼209教室

主持人：刘金科（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教授）

点评人：王俊杰（《当代财经》编辑部主任）

王喜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绿色创新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编审）

分论坛5  环境质量研究

碳中和愿景下环境治理水平研究——以垃圾发电行业专

项整治为例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赋能二氧化碳减排？ -- 基于

2011-2019 年中国 278 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调节

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曹银鑫

（合肥工业大学）

曹银鑫

（合肥工业大学）

曲梦婕

（安徽财经大学）

曲梦婕

（安徽财经大学）

王超

（中国地质大学）

王超

（中国地质大学）

赖印强

（中国地质大学）

赖印强

（中国地质大学）

许德慧

（济南大学）

许德慧

（济南大学）

邓淇中

（湖南科技大学）

邓淇中

（湖南科技大学）

贸易方式转型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了吗？

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环境责任

刘政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刘政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机制及仿真

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的格局演进、时空跃迁及驱动机制研究

会场负责人：鲁钰悦；电话：17762473817

地  点：3号教学楼205教室

主持人：胡艳（内江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人：胡祎（《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助理编审编辑）

周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分论坛6  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空间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上升及动态碳泄漏关系研究

城市治理数字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信息惠民工

程的经验证据

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 770 位居民的调查数据

协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保约谈政

策的准自然实验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漆芬

（中央财经大学）

漆芬

（中央财经大学）

饶友怡

（武汉纺织大学）

饶友怡

（武汉纺织大学）

李宝玺

（湖北大学）

李宝玺

（湖北大学）

钱帅

（三峡大学）

钱帅

（三峡大学）

李蒙

（中央民族大学）

李蒙

（中央民族大学）

蒋鹏程

（上海财经大学）

蒋鹏程

（上海财经大学）

产业共生集聚与污染排放：理论机制及实证检验

环保政策“言行”与区域绿色发展：地级市维度的实证
贾文浩

（重庆工商大学）

贾文浩

（重庆工商大学）

钱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钱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的多重嵌套特征及污染减排效应

会场负责人：鲁钰悦；电话：1776247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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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3号教学楼206教室

主持人：樊明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点评人：朱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余静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

分论坛7  绿色金融与碳市场

Doe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promote the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ectors? Decomposed evidence from ETS pilots in China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彭律
（湖北大学）

彭律
（湖北大学）

刘丽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刘丽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许

（中国矿业大学）

王许

（中国矿业大学）

雷恬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雷恬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阎晓璇
（复旦大学）

阎晓璇

（复旦大学）

陈银娜
（华中师范大学）

陈银娜

（华中师范大学）
绿色的承诺：绿色城投债发行与空气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数字金融与碳减排：理论与实证

碳税的价格竞争力效应分析：基于价值链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上市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

会场负责人：彭 律；电话：15071062575

地  点：3号教学楼207教室

主持人：吴朝霞（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

点评人：陈星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副主任）

杨韡韡（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分论坛8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否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

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工业智能化能带来绿色高质量发展吗 ? ——节能减碳视

角下的证据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 

284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否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

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报告人 论文题目 点评人

黄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黄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薛凯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薛凯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玉萍

（安徽财经大学）

金玉萍

（安徽财经大学）

周林

（湘潭大学）

周林

（湘潭大学）

吴雨奇
（湖南大学）

吴雨奇

（湖南大学）

李雪松
（武汉大学）

李雪松

（武汉大学）

中国全面绿色转型进展、评价及对策建议

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实现碳减排吗？

刘兆达
（中南财经政法大

刘兆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会场负责人：凌 霄；电话：1303377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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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报告嘉宾简介

陈诗一，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主持人。同时担任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建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

联席所长。长期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以及应用计量经济研究，发起

成立全国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研制发布全国首个碳价指数-复旦碳价指数以及全国首部《企业碳资

信评价体系》。先后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刘诗白经济学

奖，连续入选Elsevier 2020、2021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目前还兼任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主编

以及《复旦金融评论》执行主编。

陈诗一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

程时雄，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北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副院长，《咨询

与决策》编辑部主任，中宣部四个一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湖北省荆楚百优宣传思想文化青年人

才 ， 湖 北 大 学 青 年 英 才 计 划 等 人 才 计 划 入 选 者 ， 弗 吉 尼 亚 理 工 大 学 经 济 系 访 问 学 者

（2019.9-2020.9），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流动站博士后，湖北省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环境技术分会常务理事，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应用型智库专家。目前主要

从事能源与环境经济学、效率和生产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婚姻经济学等方面研究，已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等各类基金项目10余项，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等各项省部级奖励3项，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并担任多个中英文期刊匿名审稿专家。

程时雄  湖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董直庆，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韩

国首尔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2014年入选上海市“曙光计划”人

才项目，闵行区“领军”人才计划、华东师范大学“双百人才”计划。研究方向：技术进步、生产要素

和经济增长质量。近年来在SSCI和SCI检索刊物如Ecological Indicator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

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

社会科学英文版)，以及CSSCI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顶尖经济学杂志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1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荣

获多个奖项。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等课题30余项、参与各级各类课题30余项。同时兼任上海闵行区政协

委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多项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

研究》等几十种刊物匿名审稿专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

动基金项目等评审专家。曾荣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

优秀成果奖、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等近10项学术成果奖。

董直庆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副院长、教授

（ 姓 氏 拼 音 首 字 母 排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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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雪松，经济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及《中国经济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长、工信部工业

经济分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特等奖等60余项学术成果奖。主持或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

大重点课题20余项，出版专著5部，主编或副主编著作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

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等

共两百余篇。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数量经济方法与因果

推断，结构优化、效能提升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发展战略等。

事中国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经济增长、公共财政、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等方向。在国际一流经

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顶尖经济学

杂志发表论文十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

发表论文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目前担任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编委、China & World Economy联合主编、Journal of Compara-

tive Economics，和《经济学报》的副主编，浦山奖学术委员会委员。承接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财

政部、国税总局、商务部等多项国家课题。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财政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专家咨询工作。

陆 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
陆毅，中信讲席教授，经济系系主任，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主要从

伍新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伍新木，曾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武汉市第一至七届咨

询委员、湖北省首届咨询委员、武汉市第八至九届人大代表及市人大财经委员、湖北省第九至十届人大

常委及法制委员。现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长江生态基金会名誉会长、湖北省老教授协会名誉会

长。主持完成国家"七五"重点，教育部、省、市重点科研项目13项，三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主编出

版了8本书，发表经济论文80余篇。著有《长江地区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跨世纪的迁徙——三

峡工程百万大移民》等著作。

王 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王敏，2011年博士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研究

员），《经济学（季刊）》副主编，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是环境与资源

经济学、能源经济学、气候变化和宏观发展。王敏在中英文经济学期刊上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多

篇论文发表在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等经济学国际领域顶级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

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中文经济学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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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教授，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环

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环境规划与管理专业，获理学学士

学位；2008年12月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环境学院，获环境规划与管理专业理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2007

年2月赴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和环境管理中心访问学习，2007年9月-2008年9月作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赴美国Rutgers大学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系工作学习。主要从事环境管理与政策分析、环境

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7年获聘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学者计划青年学者（经济学），2017获得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发表在PNA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张  炳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友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宁，经济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珠江青年学

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效率与生产率分析等，提出多种

改进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能源环境效率模型。入选2020年“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21年

Ideas/Repec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0%经济学家，根据Socpus数据库统计，在非期望产出与环境效率领域

（Undesirable Outputs,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 T.3864）排名全球顶尖学者第2位。现担任SSCI

期刊《Social Science Journal》副主编；ABS三星级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期刊编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学术编辑，以第一或通讯在Science、Nature子刊、

Cell子刊、《经济研究》和 ABS4星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20篇论文进入 ESI热点和高被引论

文。主持5项国家基金项目、包括重点，优青，重大研究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获得霍英东青年

教师奖、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等奖励。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获得各级领导批示，部分政策建议转换为政

府决策。

张  宁 山东大学蓝绿发展研究院院

张友国，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

业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绿

色低碳发展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减污降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路径与政策、区域协同碳达峰碳

中和路径与政策、经济-能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基金

面上项目以及省部级重大重点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4部，主编著作3部，在《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

策信息一等奖，刘诗白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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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数技经所）是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理论方法

和应用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级学术机构。数技经所以“引领学术前沿、聚焦重大问题，促进交叉融

合、服务国家战略”为办所理念。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应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与技

术经济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崇高使命，致力于打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互促共进、多学科交

叉融合、科教咨刊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高端智库。

截至目前，数技经所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人，荣誉学部委员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国务

院参事1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3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3人，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5人。

数技经所曾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二等奖”，1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3名学者获得“孙冶

方经济科学奖”，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对策信息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等近两百项。

数技经所设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及院属专业化智库“宏观经济研究智库”。拥

有包括联立方程计量模型、CGE模型、DSGE模型、微观主体仿真模型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模型体系。科研人

员胸怀“国之大者”，承担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纵向课题的组织和研究工作，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

理论阵地，积极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在科研工作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秉持质量第一，

注重团队建设，弘扬创新精神，《经济蓝皮书》连续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年度重大成果，多次

荣获“优秀皮书奖”一等奖，在国内经济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2022年首创《中国五

年规划发展报告（发展规划蓝皮书）》，以期打造新的标志性、引领性成果，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力、决

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近期，数技经所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纵向课题有：中办重大调研课题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

究项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研究》，国家马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研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研

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指标研究》，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区域协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与政策研究》《建设人才强国背景下激发科技人才创新

活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宏观经济形势跟踪分析研究》《“十三五”规划实施评

估与“十四五”规划预研》《“两步走”战略中两大重要时间段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

大研究项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以及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

数技经所大型论坛和国际研讨会主要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中国技术经济论坛”“中国环境

技术经济前沿论坛”“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与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PRI、韩国对外经济政策

研究院(KIEP联合主办的“中日韩三国研讨会”，“中英智库双边会议”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力。

数技经所主办两本学术刊物：一本是创刊于1984年的权威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连续9年荣

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曾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期刊特别奖；另一本是2022年新创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国

经济学》，这是数技经所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而作的一项努力。 

数技经所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的教学工作，

具有应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两个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博士

生导师19人，硕士生导师23人。设有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目前在站博士后16人，累计出

站博士后170余人。设有培训中心，负责继续教育的相关培训工作，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五、会议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简介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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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宗旨，是一个以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专家学者为骨干，联合院内外各领域专家共同组建的多学科、跨学科学术研究与政

策咨询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代管。

“中心”的研究领域紧跟国家需求和研究前沿性，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方向，当前主要涉及以下领

域：绿色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机制与研究方法新进展；环境治理政策分析和综合评价；经济-能源（资源）-

环境（碳排放）综合评估模型研究开发；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机制路径；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振

兴与农村环境治理；绿色金融与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心”注重研究课题的探索性、前瞻性、先导性和深层性，尤其优先关注国家需求的政策瓶颈问

题；注重从机制层面分析和解决问题；注重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性，擅长数量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定量分

析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中心”是非盈利研究机构，主要承担来自国内外研究基金资助课题，同时也

承接国内政府部门、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委托研究课题。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湖北大学地处湖北武汉，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1931年，学校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在武昌宝积庵诞生，历经90年发展，湖北大学现已成为

学科专业涵盖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艺等12个学科门类,教职工约2000名，各层

各类学生近3万名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湖北大学商学院前身为1985年成立的湖北大学经管系，现设有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大数据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9个本科专业。其中，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市场营销四个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现有教职工138

人，其中专任教师109人，博士后11人；现有籍全日制本科生2046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896人；现有理论

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MBA）一级学科硕士点及金融学二级学科

硕士点，工商管理、国际商务、金融、会计 4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其中，理论经济学为省级重点（特色）

学科，工商管理（MBA）为省级重点（培育）学科；拥有工信部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践基地 1 个，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个，武汉市软科学研究基地1个，还有中国农业碳减排碳交易研究中心、湖

北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湖北区域发展研究院、《咨询与决策》杂志编辑部等机构。本院经济管理实验教学

中心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单位；工商管理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已入

选教育部第二批建设试点名单。

 近年来，学院学生在国家级最高赛事“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屡次荣获国家级金奖、银奖，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二等奖。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一部分

学生进入知名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生就业率（含升学率）稳居90%以上。扎实的专业基础，良好

的职业素养，使毕业生获得了可持续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力。众多毕业生成长为企业高管、企业家和商科教

授。“十四五”期间，学院将继续在学科建设引领下，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为契机，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将学院努力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商

学院。

3、湖北大学商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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