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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经济政策评估论坛简介 

 

中国经济政策评估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合肥

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师范大

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旨在追踪经济政

策前沿理论和实践热点，加强经济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研究，助力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第二届中国经济政策评估论坛由《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

经济学》编辑部、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香樟经济学术圈协办。 

本届论坛将由主论坛和12个平行论坛组成，主论坛（18日上午）将邀请知名

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平行论坛（18日下午）将由入选论文作者报告，并由有关

专家点评。 

本届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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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篇高质量论文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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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9:00-22:00，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大厅 

2024年5月18日8:00-8:30，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大厅 

 

二、住宿地点 

会议酒店：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 

酒店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智谷大道1号 

 

三、会议地点 

主论坛：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会议厅 

平行论坛：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 

期刊面对面交流会：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 

酒店到平行论坛地点距离约为3000米，大巴接驳、流水发车，中午时间为：13:0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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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微信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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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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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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漫无目的的讨论。 

（4）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旅途安全，以及市内各项安全。 

 

五、会议旁听报名 

本届论坛诚挚邀请学界同仁（含博士后、研究生等）参与学术交流，会议不收会务费，会

议期间提供工作餐，往返差旅住宿及其他费用自理，对本论坛感兴趣的参会人员请扫描以下二

维码进行线上报名。 

 

 

会务组联系电话：佟老师：13016988666 

戎老师：1569521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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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5月17日 

（周五） 
9:00-22:00 会议报到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大厅 

5月18日 

（周六） 

8:00-8:30 增补报到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大厅 

8:30-8:50 开幕式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报告厅 

8:50-9:10 合影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停车场 

9:10-10:20 
主旨报告 

（上半场）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报告厅 

10:20-10:40 茶歇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报告厅外 

10:40-11:50 
主旨报告 

（下半场）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报告厅 

12:00-13:00 午餐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自助餐厅 

13:30-16:50 

平行论坛1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06 

平行论坛2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12 

平行论坛3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22 

平行论坛4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28 

平行论坛5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32 

平行论坛6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36 

平行论坛7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2 

平行论坛8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1 

平行论坛9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40 

平行论坛10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08 

平行论坛11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24 

平行论坛12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424 

17:00-18:00 期刊面对面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4 

18:00-19:00 晚餐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食堂 

19:0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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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会议日程 

（一）开幕式与主旨报告 

2024年5月18日（星期六） 

8:30-8:50 开幕式（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306报告厅） 

主持人：白俊红（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雪松研究员  致辞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张连红教授  致辞 

8:50-9:10 合影（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停车场） 

9:10-10:20  主旨报告（上半场，每位嘉宾演讲35分钟） 

主持人：蒋伏心（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演讲题目：银行信贷、道德风险与小微企业寿命 

演讲嘉宾：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演讲题目：事件研究法：方法和使用 

演讲嘉宾：黄炜 

北京大学国发院长聘副教授、本科教学主任 

10:20-10:40 茶歇 

10:40-11:50  主旨报告（下半场，每位嘉宾演讲35分钟） 

主持人：潘镇（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 

演讲题目：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研究 

演讲嘉宾：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 

演讲题目：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演讲嘉宾：江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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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论坛 

13:30-16:50  平行论坛1（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06） 

专  题：宏观政策评估 

主持人：娄  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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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士贵（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罗朝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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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叶仕奇，郑挺国 
基于厚尾分布的得分驱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构

建及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测度 

叶仕奇 

（厦门大学） 

2 
谢攀，马静， 

王燕武 

促进共同富裕的财政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双重视角 

谢攀 

（陕西师范大学） 

3 江艇，王成成 
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测量误差方法的新证据 

王成成 

（中国人民大学） 

4 祝梓翔 通胀偏度、状态依存定价和货币政策分析 
祝梓翔 

（四川大学） 

5 
战明华，李帅， 

吴周恒 

数字金融、规模成本节约与货币政策分布效应 

——以银行金融科技应用为例 

吴周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 
林滨，王弟海， 

刘彬彬 

“融资难融资贵”与结构性货币政策 

——兼论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林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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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2（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12） 

专  题：税收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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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飞（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 

彭小辉（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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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王燕武，邹乐欢，

申屠廉盛 
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减税政策优化选择 

邹乐欢 

（厦门大学） 

2 
张尉，万海远， 

朱志凯 

社保降费的稳投资效应 

——来自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

证据 

张尉 

（北京师范大学） 

3 
尚云舟，崔军， 

陈志远 

减税激励的非中性技术进步效应 

——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例 

尚云舟 

（中国人民大学） 

4 
夏俊杰，江深哲，

陈斌开，杜浩锋 
房地产税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杜浩锋 

（北京大学） 

5 李小荣，南伯伦 地方债制度改革与企业资金配置 
南伯伦 

（中央财经大学） 

6 
王屹峥，叶泽华，

钟媛媛，刘锦源 

以地方财政积极性赋能企业创新动机 

——税收分成改革下的新机制分析 

叶泽华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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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3（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122） 

专  题：金融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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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松（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徐  涛（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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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彭红枫，梁子敏，

张志超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监管改善了中小银行的

风险承担吗？ 

梁子敏 

（山东财经大学） 

2 张征宇，琚悦琦 
银行竞争与企业短债长用： 

基于银行网点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 

琚悦琦 

（上海财经大学） 

3 陆文力，卢盛荣 利率并轨与企业短债长用 
陆文力 

（厦门大学） 

4 
何瑞宏，邓翔， 

杨应策 
房地产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及其最优工具 

何瑞宏 

（西北师范大学） 

5 陈英楠，陈怡君 
房地产政策沟通的非专业人士反应研究 

——来自微博的证据 

陈怡君 

（暨南大学） 

6 
王守坤，孙大伟，

汪柳 

国地税合并与资本跨区域流动 

——基于企业异地并购视角 

汪柳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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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4（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28） 

专  题：对外开放政策评估 

主持人：吕  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点评人：谢  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副院长） 

闫强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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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欧璟华，杨挺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济效应 

——来自铁海联运开通的新视角 

杨挺 

（重庆大学） 

2 
杨冕，麦展铭， 

谢泽宇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与经济效应评估 

——来自中老铁路的经验证据 

麦展铭 

（武汉大学） 

3 吴芬，朱兢 贸易摩擦、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韧性 
吴芬 

（西南财经大学） 

4 谭小芬，李子若 
美国货币政策与信贷资源错配： 

中间品的外部需求视角 

李子若 

（中央财经大学） 

5 庞思璐，华桂宏 

How does digital tax administration affect R&D 

manipulation? New discoveries from dual machine 

learning 

庞思璐 

（南京师范大学） 

6 千茜倩，杨宇 
提高还是降低： 

非强制评级政策如何影响评级质量？ 

千茜倩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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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5（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32） 

专  题：收入分配政策评估 

主持人：胡  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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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岩（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张慧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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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吴振磊，赵佳源，

张瀚禹 

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 

理论与经验证据 

赵佳源 

（西北大学） 

2 刘泉余 
扶贫先扶智，“输血”更“造血”： 

金融惠民工程能够缓解贫困家庭脆弱性吗？ 

刘泉余 

（西南财经大学） 

3 

张征宇，陈浩文，

曹思力，邵黎娜，

朱平芳 

分配改善的增长： 

一种检验共同富裕的新实证框架 

陈浩文 

（上海财经大学） 

4 
杨靖，封思贤， 

陈志斌 

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 

——基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杨靖 

（东南大学） 

5 
姚能志，白俊红，

姚阳阳，郭巧哲 

公共数据开放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信息公平视角 

姚阳阳 

（南京师范大学） 

6 王升泉，吴双 
金融供给与共同富裕： 

来自城商行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王升泉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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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6（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36） 

专  题：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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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主任） 

朱承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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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明洋，胡天霖， 

任奕遥 

中职扩招政策效果评估 

——兼论教育质量与公平 

任奕遥 

（中央财经大学） 

2 
李妍，张冬， 

唐志东 

儿童津贴政策驱动、异质性内生生育率与经济

增长的动态演化分析 

张冬 

（内蒙古财经大学） 

3 张文武，周子杰 
教育资源配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撤点并校的研究 

周子杰 

（南京林业大学） 

4 张璇玥，姚树洁 精准扶贫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 
张璇玥 

（扬州大学） 

5 
安博文，许培源，

邵传林，李春玉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中国创新之路 

安博文 

（华侨大学） 

6 于爱芝，寇明珠 
制度供给如何激活自治内生动力？ 

——来自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证据 

寇明珠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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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7（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2） 

专  题：创新政策评估 

主持人：吴华清（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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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沁沁（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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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王永水，邢子怡 
国家高新区促进高质量创新了吗？ 

一个包含企业迁入迁出园区的动态视角 

邢子怡 

（华东政法大学） 

2 
范庆泉，郭文， 

刘祎男 
政府采购、联合创新与企业专利质量提升 

郭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 张文文，景维民 
数字监管何以驱动数字技术创新 

——基于互联网法院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张文文 

（南开大学） 

4 师磊，钱贵明 
数字产业集群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来自国家级数字产业集群试点的经验证据 

师磊 

（南京财经大学） 

5 
卞元超，吴凯文，

白俊红 
最低工资、要素结构转型与数字技术创新 

吴凯文 

（南京师范大学） 

6 陈旭，纪展鹏 城市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边界 
纪展鹏 

（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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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8（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1） 

专  题：产业政策评估 

主持人：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点评人：李  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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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薄文广，钱镱， 

黄南 

“小巨人”培育政策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准自然试验分析 

钱镱 

（南开大学） 

2 张兵，杨璐 
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联视角 

杨璐 

（南开大学） 

3 
余长林，沈兵， 

王亚文 
科技金融与新质生产力 

沈兵 

（厦门大学） 

4 白俊红，蔡其硕 
智能制造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中国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准自然实验 

蔡其硕 

（南京师范大学） 

5 
何小钢，曾为华，

孙慧芳 

以健全的信用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 

基于企业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曾为华 

（江西财经大学） 

6 
李杰，赵晶晶， 

周天杭 
What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Revitalizes? Zombies 

李杰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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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9（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40） 

专  题：数智化转型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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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昊（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教授委员会主席） 

姚山季（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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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曾维康，马莉莉，

黄光灿 

城市供应网络视角下数字化政策的虚拟集聚效

应研究 

曾维康 

（西北大学） 

2 
周阔，李政锟， 

曲植，郜栋玺 

科技金融发展与专精特新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

破 

李政锟 

（吉林大学） 

3 
李洋，史晓洁， 

王竹泉 
数据资本化与企业绩效高质量增长 

史晓洁 

（中国海洋大学） 

4 李婧，郭佳玮 
数据要素集聚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郭佳玮 

（南京师范大学） 

5 孙显宗，孔力增 
数据要素赋能企业高效率投资何以可能： 

来自“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证据 

孔力增 

（山东大学） 

6 贾鹏飞 
央行数字货币与个人隐私 

——兼论央行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 

贾鹏飞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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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10（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08） 

专  题：绿色低碳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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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人：王正新（浙江财经大学宣传部部长，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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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吴华清，张亚， 

时省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降碳”与“增长”协同

效果研究 

张亚 

（合肥工业大学） 

2 
王蕾，覃梓文， 

何婧 

以点带链： 

绿色债券何以驱动供应链绿色创新？ 

王蕾 

（中国农业大学） 

3 
蔡俊，吴梦婷， 

于晓娟，周亚虹 

反弹效应还是绿色悖论？ 

来自中国地级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的环保

效应分析 

蔡俊 

（华中科技大学） 

4 
许嘉俊，杨晓军，

李睿 

碳普惠制试点的企业减排效应： 

理论与经验证据 

许嘉俊 

（武汉大学） 

5 
蒋金荷，丁新兴，

王浩，邢干 

环境政策扩散模式与实施效果： 

来自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证据 

丁新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 

6 
赵晓梅，闫珍丽，

梁上坤，朱海林 

合规管理能否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实施的证据 

赵晓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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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11（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524） 

专  题：环境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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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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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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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王冬梅，杨文举，

周兵，黎巧 

政府、公众和企业多元协同治理视角下的环境公

开试点政策评估 

王冬梅 

（重庆工商大学） 

2 陈屹立，张媛淋 
政府强制型监管助推企业自愿环境规制： 

效果、成因与未来 

陈屹立 

（西南政法大学） 

3 黄寿峰 
环境生态补偿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来自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证据 

黄寿峰 

（厦门大学） 

4 
涂冰倩，闫茹， 

党敬淇 

Boom from Green: The Potential Policy Effects of 

China’s National Forest City Construction on 

Tourism 

涂冰倩 

（浙江大学） 

5 
卓铭杰，徐洁， 

李刚 
基于CGE模型的新能源汽车政策评估 

卓铭杰 

（中国农业大学） 

6 
马广程，张文秋，

曹建华 

Does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New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linkages in China 

张文秋 

（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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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50  平行论坛12（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424） 

专  题：区域政策评估 

主持人：高洪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点评人：陈  旭（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副院长） 

唐跃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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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 
谢尚，张辉， 

邹建华，李志群 
农村家庭创业、数字政府与城乡协调发展 

李志群 

（西南财经大学） 

2 
陈勇兵，李笑萦，

程垦 
区域导向型政策与企业跨地区经营 

程垦 

（厦门大学） 

3 王寿彭，吴丰华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的共同富裕效应 

——基于省界毗邻地区县域样本的分析 

王寿彭 

（西北大学） 

4 李振冉，王群伟 

Geospatial Labor Reallocation: The Impact of 

China's Clean Air Action on Inter-City Labor 

Migration 

李振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杨勇 

Antipollution Willingness and City Size: 

A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杨勇 

（武汉大学） 

6 顾昕，柳鲲鹏 
创新驱动政策能否推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来自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实验证据 

柳鲲鹏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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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面对面 

17:00-18:00  期刊面对面（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204） 

主持人：陈志松（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17:00-18:0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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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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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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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成立以来，数技经所坚持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促进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近年来，数技经所着力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

大体系”建设，努力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中央和地方有关政府部门、行业

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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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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简介 

南京师范大学始于 1902 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首

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江苏省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溯源于 1902 年

三江师范学堂的理财科，是中国最早设立商科的高等学府之一。1927 年以后商科经历了南京高

师商业专修科、国立东南大学商科、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1952 年院系调整，

南师整体定位为师范，商学学科的发展一度中断。1961 年，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成立，同时成

立了马列主义经济学教研室，南师商学学科的建设重新迈步，金女大最后一届毕业生李振坤是

经济学科的第一代学科带头人。1994 年，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成立，下设经贸系和工商

管理系。2001 年，正式成立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学院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覆盖经济学和管理学 2 个学科门类，现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

博士点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设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下设产业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等 5 个博士招生专业方向；设有区域

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等 6 个硕士招生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MBA）、金融硕士（MF）、国际商务硕士（MIB）等 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国

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5 个本科专业，“金融+数学与应

用数学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1 个。应用经济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工商管理、

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 3 个本科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济学为江苏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已形成较为齐全、层次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结构。学院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金

融系、工商管理系、技术经济与管理系等 4 个系科，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研究基地、江苏

省创新经济研究基地、江苏经济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江苏省产学研合作创新思想库、长三角新

金融研究院、江苏农村金融研究基地、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十余个科研平台和高端智库。

设有中央地方共建 ERP（企业资源计划）实验教学中心等 4 个实验教学平台。 

学院坚持人才强院，不断完善教师成长机制，弘扬优良师德师风，高水平队伍建设持续推

进。学院现有师资 92 人，其中专职教师 79 人，教授 14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生导师 14 人，

硕士生导师 35 人；专职教师中高级职称占 58.57%，拥有博士学位占 84.28%；具有国外学习和

访问经历的占 32.85%，已经形成一支质量较高，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在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各方面多元化、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 

学院立足学科前沿，注重学科协调平衡发展，形成了系列科研特色和优势。承担了包括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部省级以上项目 20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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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0 余篇，在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著作 100 多部，形成了较大的

学术影响力。 

学院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教育模式，教学改革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部省

级奖项，获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等国家和部省级 20 多项殊荣，为

社会各界培养了从事经济管理方面多层次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学院校友在江苏乃至全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迫切需要“新商科”人才。学院着力建设“新商科”，培养适应

新一代技术及产业发展、深谙跨国经营管理、拔尖型的新商科人才。 

学院充分发挥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面向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探索社会服务新模

式和新路径，全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学院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积极开展进行多层次、

多类型、多方式的“产学研”合作，组织经济管理咨询团队在跨国公司、国内大中型企业和各

级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人才培训和咨询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势智力支持。决策

咨询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充分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学院坚持国际化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思路，一直注重高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多所院校建立稳定的国际性人才合作培养平台，

举办高层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Vernon Smith、Eric S. Maskin 教授等

10 多位外籍专家建立科研交流与合作，多位教师在国外著名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和客座教授，在

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工商管理专业入选江苏省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官网：http://sxy.njnu.edu.cn/index.htm 

 

 

 

http://sxy.njnu.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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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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智谷大道1号 

 

平行论坛地点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行敏楼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1号 

具体地点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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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1）南京南站—白金汉爵大酒店 

乘坐出租车：预计车程30分钟，车费约70元。 

公共交通： 

路线一：南京南站地铁站（3号线，往林场方向，约23分钟）—南京林业大学·新庄地铁站（3号口出步

行）—新庄广场南公交站（140路，往仙新路地铁站方向，约19分钟）—仙尧路·白金汉爵酒店公交

站，步行至白金汉爵大酒店（全程预计63分钟，车费约6元）。 

路线二：南京南站地铁站（3号线，往林场方向，约16分钟）—大行宫地铁站（站内换乘2号线，往经

天路方向，预计22分钟）—仙鹤门地铁站（1号口出）—打车至白金汉爵大酒店（预计12分钟，约8

元）（全程预计57分钟，车费约14元）。 

 

（2）南京站—白金汉爵大酒店 

乘坐出租车：预计车程20分钟，车费约35元。 

公共交通： 

路线一：南京站出站口（步行5分钟）—南京站·南广场东 公交站（97路，往灵山北路总站方向，预计

22分钟）—尧胜村 公交站（步行7分钟）—白金汉爵大酒店（全程预计45分钟，车费2元）。 

路线二：南京站（南出站口步行12分钟）—南京站地铁站（3号线，往秣周东路方向，约3分钟）—南

京林业大学·新庄地铁站（3号口出步行）—新庄广场南公交站（140路，往仙新路地铁站方向，约19分

钟）—仙尧路·白金汉爵酒店公交站，步行至白金汉爵大酒店（全程预计54分钟，车费约4元）。 

 

（3）禄口机场—白金汉爵大酒店 

乘坐出租车：预计车程50分钟，车费约180元。 

公共交通： 

路线一：南京禄口机场T2航站楼·公交站（乘坐机场巴士1号线，往南京火车站南广场东方向，预计50

分钟）—南京站·南广场东·公交站（97路，往灵山北路总站方向，预计22分钟）—尧胜村·公交站（步

行7分钟）—白金汉爵大酒店（全程预计1小时45分钟，车费22元）。 

路线二：禄口机场·地铁站（S1号线，往南京南站方向，预计37分钟）—南京南站地铁站（站内换乘3

号线，往林场方向约23分钟）—南京林业大学·新庄地铁站（3号口出，步行）—新庄广场南公交站

（140路，往仙新路地铁站方向，约19分钟）—仙尧路·白金汉爵酒店公交站，步行至白金汉爵大酒店

（全程预计1小时53分钟，车费约11元）。 

 

 

会议联系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行敏楼）245办公室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1号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行敏楼）245办公室  邮编210023 

联系电话： 佟老师：025-85891649  13016988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