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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论坛简介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华东

理工大学商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排名不分先后），旨在追踪绿色低碳经济学研

究前沿理论和实践热点，加强绿色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研究，助力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 

第八届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中国

数量经济学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学》编辑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新疆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能源碳中和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心、西北能源碳中和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香樟经济学术圈协办。 

本届论坛将由主论坛和8个平行论坛组成，主论坛（6月1日上午）将邀请知名

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平行论坛（6月1日下午）将由入选论文作者报告，并由有

关专家点评。 

本届论坛共收到有效投稿论文312篇，论坛组委会对所有投稿论文作者表示

诚挚感谢！经专家评审，遴选出47篇高质量论文分8组进行现场报告。每组从宣讲

论文中选出的优质论文，根据专家点评意见进行修改后，经过编辑部审核将直接

进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匿名审稿程序。 

诚挚欢迎学界同仁参加本届论坛，共享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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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注册 

时间与地点：2024年5月31日10:00-22:00，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厅 

2024年6月1日9:30-10:30，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图书馆二楼 

 

二、住宿地点 

会议酒店：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 

酒店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新疆大学 

 

三、会议地点 

主论坛：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平行论坛：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1、403、404、405、406、407、409、411 

期刊面对面交流会：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酒店到平行论坛地点距离约为100米，代表沿路边指示信息步行即可。 

 

四、注意事项 

1.请参会代表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学术活动。会议动态请关注《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学》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微信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以及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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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微信公众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网址：https://ems.xju.edu.cn/  

 

 

 

 

 

https://ems.x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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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请与会者遵守如下会议规范： 

（1）请注意大会各项会议日程时间安排，提前进入对应场地。会议正式开始前，请自觉将

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2）为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请与会者自觉遵守学术规范。未经报告人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

将报告论文的研究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图表、理论模型推导、计量模型、实证结果、实验结果

等）向外界传播。如发现侵权和复制论文行为，违者必究，并将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公开。 

（3）会议期间，各项讨论严格遵守国家宣传和意识形态纪律，禁止讨论意识形态和敏感性

话题。某些涉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主持人要把握好时间和尺度，杜绝漫无目的地讨论。 

（4）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行程安全，以及市内各项安全。 

 

 

会务组联系电话：王老师：18764546030 

向老师：1809760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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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5月31日 

（周五） 
11:00-22:00 会议报到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厅 

6月1日 

（周六） 

9:30-10:30 增补报到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 

10:30-10:50 开幕式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10:50-11:10 合影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楼前 

11:10-12:10 
主旨报告 

（上半场）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12:10-12:30 茶歇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 

12:30-14:00 
主旨报告 

（下半场）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14:00-15:00 午餐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一楼自助

餐厅 

15:30-18:50 

平行论坛1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1 

平行论坛2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3 

平行论坛3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4 

平行论坛4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5 

平行论坛5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6 

平行论坛6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7 

平行论坛7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9 

平行论坛8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11 

19:00-20:00 期刊面对面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20:00-21:00 晚餐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一楼自助

餐厅 

21:0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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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一）开幕式与主旨报告 

2024年6月1日（星期六） 

10:30-10:50 开幕式（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主持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副院长 向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薄延忠  致辞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孙景兵  致辞 

10:50-11:10 合影（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楼前） 

11:10-12:10  主旨报告（上半场，每位嘉宾演讲30分钟） 

主持人：郑世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演讲题目：美丽中国视角下的环境经济学发展展望 

演讲嘉宾：董战峰 

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演讲题目：碳中和、能源变革与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鲁玺 

清华大学大气污染与控制教研所所长、环境学院教授 

12:10-12:30 茶歇 

12:30-14:00  主旨报告（下半场，每位嘉宾演讲30分钟） 

主持人：马晓东（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演讲题目：“数实融合”如何赋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邵帅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演讲题目：跨界空气污染问题 

演讲嘉宾：傅十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演讲题目：如何以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新疆绿色低碳发展 

演讲嘉宾：陈晓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新疆宏观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疆大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

区研究院院长 

14:00-15:00 午餐（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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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论坛 

15:30-18:50  平行论坛1（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1） 

专  题：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主持人：蒋金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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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兆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责任编辑）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何礼飞  李宏舟 

韩超 

鱼和熊掌兼得：环境与经济同生共赢在碳定价

政策视角下的再讨论 

何礼飞 

（东北财经大学） 

2 郭子晴 
气候适应政策的碳解锁效应： 

基于中国282个城市的异质性研究 

郭子晴 

（江苏大学） 

3 
张广来  熊颖 

余坚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气候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熊颖 

（江西财经大学） 

4 杨璐  慈芳慧 
绿色产业政策能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吗？ 

——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 

慈芳慧 

（同济大学） 

5 
朱俏俏  靳春丽 

李征帛  薛进军 

数实融合能否助推工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基于产业前后向关联视角 

靳春丽 

（新疆大学） 

6 魏少波  时慧琳 低碳规制、企业避税与绿色转型 
时慧琳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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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2（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3） 

专  题：绿色低碳政策评估 

主持人：张延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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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丁（西南财经大学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 

孙博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郝冰艳  胡逸群 
碳排放权交易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郝冰艳 

（中国石油大学） 

2 
唐跃桓 黎静霖 

杨继东 

源头控制还是末端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保投资偏向 

唐跃桓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昌敦虎  张泽阳 

杨瑄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地价的影响及其机制： 

来自微观土地交易的证据 

昌敦虎 

（中国人民大学） 

4 
孙鹏  邵帅 

黄锦辉  柳力群 

惩一儆百还要赏一劝百：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诱导效应 

黄锦辉 

（海南大学） 

5 王森  李金叶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城市新能源转型能否提升制造

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三重差分模型 

王森 

（新疆大学） 

6 
谭秀杰  张亚豪 

熊灵 
绿色信贷贴息政策与企业漂绿 

张亚豪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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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3（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4） 

专  题：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 

主持人：杨博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点评人：李  静（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星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徐翔  王星 

李涛 

数字产业集群、绿色发展及溢出效应 

——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徐翔 

（中央财经大学） 

2 
王兆敏  何爱平 

罗亮 

上游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下游企业绿色转型的

影响研究 

王兆敏 

（西北大学） 

3 钱宇  浦正宁 
缩小碳不平等：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什么作

用？ 

钱宇 

（东南大学） 

4 张同蕾  马远 

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影响评估 

—来自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

验 

张同蕾 

（新疆财经大学） 

5 
刘晶津 李雨珂 

陈怡珂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 

刘晶津 

（西南财经大学） 

6 
邹红  杨晗硕 

石瑶  何思筑 

应机权变：长短期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基于营改增试点政策研究 

杨晗硕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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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4（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5） 

专  题：智能经济与绿色低碳 

主持人：焦云霞（《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点评人：谢  杰（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王贵东（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周宇欣  林云 

朱荣军 

数字经济与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视角 

周宇欣 

（浙江师范大学） 

2 
吾买尔江·艾山 

王晓慧 
“数字－绿色－智能”耦合协调度与企业内共同富裕 

王晓慧 

（新疆大学） 

3 
徐娟  陈毓 

杨楠  邵帅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nergy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徐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陈南旭  黄嘉婧 

胡钰苓  李益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兼论协同治理效应 

黄嘉婧 

（兰州大学） 

5 陈 晓  张鑫奥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低碳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 
陈 晓  

（新疆大学） 

6 
董锋  赵旭 

李扬帆 
智能自动化、环境规制政策与能源结构转型 

赵旭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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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5（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6） 

专  题：高水平开放与绿色低碳 

主持人：许雪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责任编辑） 

点评人：孙华平（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向  洁（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副院长、副教授）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陈菲菲  叶田阳 “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陈菲菲 

（浙江工商大学） 

2 
方勇彪 张洁锐 

裴建锁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减排路径 

方勇彪 

（中国人民大学） 

3 
陀才进  孙慧 

丁辰鑫  薛进军 

欧盟碳关税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陀才进 

（新疆大学） 

4 叶田阳  陈菲菲 
中国蓝碳计划与“一带一路”沿岸及亚太地区碳

减排研究 

叶田阳 

（浙江工商大学） 

5 杨霄斐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是否促进了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发展？ 

杨霄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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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6（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7） 

专  题：区域协调与绿色转型 

主持人：王喜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 

点评人：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 

王  强（中国石油大学教授、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池特聘教授）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熊灵  刘博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新发现 

刘博 

（武汉大学） 

2 
萨雅·布尔力克 

钱娟 
城市群建设能否助力减污降碳 

萨雅·布尔力克 

（新疆大学） 

3 胡梦佳  豆建民 
区域一体化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基于长三角区

域绿色协调发展的视角 

胡梦佳 

（上海财经大学） 

4 杨韡韡  黑莹莹 
多元系统耦合协调下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研

究 

黑莹莹 

（北京工业大学） 

5 
刘天军  谭兆峰 

黄腾 

农业绿色创新的中国实践 

——来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证据 

谭兆峰 

（厦门大学） 

 

6 
李博文  黄湄莹 

李泉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on 

urban shrinkage: Evidence from China 

李博文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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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7（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09） 

专  题：能源安全与新能源 

主持人：刘  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点评人：孙  鹏（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郝晓莉（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刘金科 张旭鸽 

范竣杰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就业吗？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刘金科 

（中央财经大学） 

2 
唐梦琪  段嘉仪 

冯琪原  李思远 

能源安全背景下极端天气对能源贸易的影响研

究 

唐梦琪 

（湖南大学） 

3 郭伯威  王雨桉 气候适应的社会成本：以电力产业为例 
王雨桉 

（中国人民大学） 

4 刘自敏  牛靖 
中国存在家庭能源效率悖论吗？ 

——兼论绿色能源阶梯理论的构建 

牛靖 

（西南大学） 

5 
王育宝  李鹏鹏 

罗达 
西北地区综合能源系统补偿机制理论研究 

李鹏鹏 

（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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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50  平行论坛8（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411） 

专  题：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 

主持人：张容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责任编辑） 

点评人：郑世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辛  龙（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每篇论文作者宣讲20分钟，专家点评10分钟，茶歇时间安排在17:00-17: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吴育辉  程华 

司思源  张伟强 
机构投资者信息收集成本和企业环境绩效 

程华 

（南开大学） 

2 胡文涛  王沐丹 
气候风险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胡文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潘欣悦 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与制造业企业碳减排 
潘欣悦 

（西南财经大学） 

4 
向仙虹 艾光帅  

赵佳佳 邹志雁  

基于风险抵御能力视角的企业ESG表现赋能新质

生产力的提升 

艾光帅  

（新疆大学） 

5 廖珍珍  茹少峰 数字技术创新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城市碳排放 
廖珍珍 

（西北大学） 

6 贾庆洲  李清 新质生产力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贾庆洲 

（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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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面对面 

19:00-20:00  期刊面对面（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平面会议室） 

主持人：马晓东（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19:00-20:0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介绍和选稿 

焦云霞（《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中国经济学》期刊介绍和选稿 

陈星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期刊与作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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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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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咨刊会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

高端智库。 

数技经所具有跨学科、强方法、重思想的特点。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发挥学科特色

服务国家战略，形成了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评估、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模

型方法等领域的比较优势。2021 年以来，数技经所主持或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纵向课题

近 20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和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国

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等纵向课题 5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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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获评中国社科院优秀期刊特别奖、AMI 综合评价权威

期刊、中国知网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是国家自科基金认定的 A 类期刊和美国经济学

会 Econlit 收录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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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作的一项努力，不仅发表重

大问题的实证研究论文，而且更加注重发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思想性的纯文字论文，

被评为“优秀新创集刊”（2022）、“优秀集刊”（2023）、“CNI名录集刊”和 AMI“入库”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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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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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实现机制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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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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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研究课题的战略性、前瞻性、先导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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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营利研究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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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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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介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成立于2001年，由原新疆大学经济管理系、经济研究所、人口研

究所和原新疆工学院管理工程系四家单位重组整合而成，是新疆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的重要基地。学院已形成全日制本、硕、博学历教育，以及经济管理高层次人才培训的

教育体系。学院设有经济系、金融与贸易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工商管理系等4个系。现有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经

济学专业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为自治区一流专业

建设点。拥有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办学定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遵循“优

化结构，促进交叉，重点建设，提高水平，形成特色”理念，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重点，

以基础条件建设为保障，立足新疆、服务西部、面向全国、辐射中亚，将学院打造成新疆及

中亚地区高层次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重要基地、科研创新的重要高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特色智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独具特色的一流经济管理学院。 

 党建工作 

学院党委下设三个党总支（教工、研究生、本科生）。其中：教工有5个党支部，教职工

党员59人，占比60.2%。拥有“双带头人”工作室4个。 

 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98人，其中专任教师75人，教授15人，副教授3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9人。拥有天池学者特聘教授1人，天山学者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获自治区有

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1人，国家级、省部级创新团队各1个。 

 人才培养 

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于培养具有强烈爱国爱

疆情怀、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管理类高素质复

合型人才。截至2023年6月在校本科生1443人，硕士研究生328人、博士研究生101人。学生在

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科学研究等方面表现优异，3年来，学生在学科竞赛中年均获

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140多人次，在校研究生共发表核心论文200余篇。 

近年来，本科生每年招生350人左右，硕士研究生110人，博士研究生24人。学院毕业生整

体就业率超过95%，就业主要面向金融企业、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党政机关和事业。

就业岗位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较高、专业的相关性较好社会。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科学研究 

学院主要研究特色方向：新疆及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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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合作、能源碳中和战略与决策。拥有科技部创新团队1个：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

域创新团队，自治区级创新团队1个：新疆绿色低碳发展研究创新团队；自治区级科研平台2

个：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究中心；自治区级协同创新中心1个。校级科研平台2个：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院级

科研平台5个：新疆数字经济研究院、新疆供应链研究院、新疆绩效研究与评价中心、新疆企

业财务税收风险研究中心、新疆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 

近5年来，学院获得20项国家级项目，81项省部级项目，纵向课题经费合计1736万元；地

方政府和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经费合计3090万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

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12项。 

 社会服务 

学院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发挥人才智力优势，凸显高水平新型高

校智库的咨政功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决策咨询体系。三年来，12篇资政要报被国

家、自治区领导批示；积极推动国家重大发展决策，协助塔城获批了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乌鲁木齐获得首批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近5年来为自治区及各地州编写发展规划10余

部，为自治区及地州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指导性依据，尤其在新疆数字经济发展、低碳绿色发

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供应链管理等方面成果有较高声誉和较强影响力。 

 教学资源 

学院现有经济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企业财务信息与税收风险管控大数据应用实验室、国

际经济与贸易实验室、证券投资实验室、物流管理实验室、ERP等6个实验室。 

学院设立“丝路基金”项目，每年划拨20万～30万元，支持研究生、博士生进行科研创新。

连续举办十届“新疆创新管理研究生论坛”、五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生论坛”、两届“红湖经苑”本科生学术论坛。 

学院与20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和创造创新创业机

会和条件；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管理学院组团为对口支援学院。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官网：https://ems.x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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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期刊简介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创办于 1984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

研究所主办，是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权威期刊。本刊以“引领学术前沿、聚焦重大问题，促进交

叉融合、服务国家战略”为办刊理念，发表经济管理领域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注重理论性、思想

性与前沿性，提倡理论、思想、数据、方法的有机结合，科学严谨地研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涉及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评估、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模型方法等重要领域。 

本刊连续 11 年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多次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优

秀期刊一等奖”，2020 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期刊特别奖”。本刊是美国经济学会 Econlit 收录期

刊、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认定“A 类期刊”，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22 年）》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的“权威期刊”。2022 年

和 2023 年连续两年获评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22 年，本刊

复合影响因子为 13.176，相较 2021 年提升 41.40%；综合影响因子为 9.157，相较 2021 年提升

46.47 %。在“经济学理论”类期刊中稳居前三。 

本刊自 2022 年第 9 期起，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开所刊发论

文的原始数据、程序代码及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的附件（如数理公式推导过程）等资料。本刊

在充分尊重和保护作者对数据、程序等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做好数据公开，旨在进一步

提升论文学术质量，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学术生态建设。 

本刊既欢迎资深学者的论文，也欢迎在读博士生、在站博士后和青年学者的论文。本刊致

力于培养优秀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贡献力量。

投稿作者请登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作者登录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稿件。投稿系统网

址：http://www.jq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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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期刊简介 

 

《中国经济学》（Journal of China Economics (JCE)）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学综合性学术集刊，2022 年 1 月创刊，每季度出版（季刊）。创刊

以来，《中国经济学》迅速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2022 年被评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优秀新创集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 AMI“入库”集刊，2023 年被评为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CNI名录集刊”和“优秀集刊”。 

《中国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办成一

本具有“中国底蕴、中国元素、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综合性学术刊物。该期刊立足中国历史长河、

本土土壤和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挖掘中国规律性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故事，发表具有原创性的经

济学论文，推动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理论的本土化和科学化，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贡献力量。 

《中国经济学》以“国之大者，经世济民”为崇高使命，发表具有原创性的经济学论文。本

刊不仅发表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论文，而且更加注重发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思想性的

纯文字论文，以及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范式、运用新方法、使用新数据、总结新实践的创新性

论文。主要选题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道路、国民经济、应用经济、

改革开放创新重大政策评估、交叉融合问题和经典书评等。 

投稿作者请登录“中国经济学网站作者投稿查稿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稿件。投稿系统

网址：https://www.jcejournal.com.cn。 

 

 

 

 

 

 

https://www.jcejourn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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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引 

会议（主论坛）地点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 

 

平行论坛地点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11号教学楼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 

具体地点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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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1）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新疆大学红湖校区 

乘坐出租车：预计车程30分钟，车费约50元。 

公共交通：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地铁站（往三屯卑方向，约40分钟）—新疆大学地铁站（C号口

出步行前行100米到新疆大学，报备进校门右转，前行200米到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术交流中心）。 

 

 

 

会议联系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1号教学楼207办公室  邮编830046 

联系电话： 向老师：18097605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