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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信息： 

王孝松（男，1983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

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通讯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电

话：15201176623。E-mail：wangxiaosong@ruc.edu.cn。 

 

研究兴趣：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特别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

政治经济学。 

 

学习经历： 

2001年 9月至 2005年 6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本科，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5年 9月至 2007年 6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硕士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7年 9月至 2010年 6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10年 8月至 2013年 7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2013年 8月至 2017年 7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其间：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8月，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经济学系，访问学者 

2017年 8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社会兼职： 

2013年 6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4年 5月至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评审服务： 

（一）项目评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 

（二）期刊审稿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南开经济研究》、《财贸经

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财经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财经论丛》、China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Modelling、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主要学术成果： 

（一）著作及教材 

1、王文先主编，王孝松副主编，《WTO规则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月。 

mailto:wangxiaoso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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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孝松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形成因素——基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和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3、王孝松著，《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与贸易摩擦报告 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6

月。 

4、王孝松著，《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成因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6月。 

（二）SSCI刊物论文（*表示通讯作者） 

1、Wang Xiaosong*, Li Kunwang, Xie Shenxiang and Hou Jcak, “How is U.S.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Determined?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llustrated by Voting Outcome of the 

PNTR Bill”,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3, 27: pp 25- 36. 

2、Hu Cui, Lin Faqin and Wang Xiaosong, “Learning from Exporting in China: A Firm-specific 

Instrumental Approach”,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6, 24 (2): pp 299- 334. 

3、Tian Xiangyu, Xie Shenxiang, Wang Qi and Wang Xiaosong*, “Why Chinese Exports Face so 

Many Trade Fric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ulti- country and Multi- industry Data”,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6, 24 (6): pp108- 126. 

4、Bao Qun, Hou Jack, Li, Kunwang and Wang Xiaosong*, “The Impact of Tax Rebate on Export 

Performance: China’s Textile Export to the USA”, Asian-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17, 31 

(1): pp. 79- 89.  

5、Lin Faqin, Weldemicael Ermias and Wang Xiaosong, “Export Sophistication Increases Income 

in Sub-Saharan Africa: Evidence from 1981–2000”, Empirical Economics, 2017, 52 (4): pp. 1627- 

1649. 

6、Lin Faqin, Yan Wenshou and Wang Xiaosong, "The Impact of Africa-China’s Diplomatic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64 (3): pp. 310- 326. 

（三）中文代表性论文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和《世界经济》五本刊

物上发表论文 16篇。5篇代表性论文如下。 

7、王孝松，谢申祥，发展中大国间贸易摩擦的微观形成机制——以印度对华反倾销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4 年第 1 期全

文转载。 

8、王孝松，吕越，赵春明，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的经验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 1期。 

9、王孝松，谢申祥，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基于产品层面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0期。本文被《新华文摘》2011 年第 2期摘编，被人大复印

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1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 年第 4 期转

载。 

10、王孝松，谢申祥，国际农产品价格如何影响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经济研究》2012年第

3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12 年第 7期全文转载，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2012年第 7期收录。 

11、王孝松，施炳展，谢申祥，赵春明，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以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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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1 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

网）全文转载，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 年第 4 期摘编。本文获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

奖。 

（四）其他论文 

自 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具体如下。 

12、李坤望，王孝松，申诉者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

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 6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

研网）全文转载。本文获第十二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3、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 PNTR 议案投票结果为

例的政治经济分析，《经济学（季刊）》，2009年 1月，第 8卷第 2期。本文获 2008至 2009

年度“《经济学（季刊）》Werner Jackstädt 博士中国经济和商业研究最佳论文奖”提名；获

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类）二等奖。 

14、王孝松，谢申祥，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管

理世界》，2009年第 12期。本文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 5期全文转载。 

15、王孝松，李坤望，包群，谢申祥，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评估——来自中国纺织品对美出

口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 4期。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 8期转

载。 

16、王孝松、李坤望、谢申祥，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包含政治捐资、竞选支持和权力

委派的内生保护模型，《世界经济》2011 年第 10 期。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 年

第 3期转载。 

17、谢申祥，王孝松，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稳健吗？《经济学（季刊）》，2012年 10月，第

12卷第 1期。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 4期转载。 

18、谢申祥，张辉，王孝松，外国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与社会福利，《世界经济》2013年第

10期，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 2期转载。 

19、王孝松，翟光宇，谢申祥，中国贸易超调：表现、成因与对策，《管理世界》2014年第

1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4 年第 4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4年第 5期转载。 

20、王孝松，谢申祥，翟光宇，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监督法案”投票结果分析，《世界经

济》2014年第 4期 

21、谢申祥，王孝松，高琼，环境损害与战略性研发政策，《世界经济》2014年第 11期 

22、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世界经济》2015年第

5期 

23、王文先，王孝松，论比较优势理论的有效性，《财经科学》，2008 年第 1 期。本文被人

大复印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8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

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24、李坤望，王孝松，待售的美国对华反倾销税：基于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分析，《经济科

学》，2008年第 2期 

25、李坤望，王孝松，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检验——一个文献综述，《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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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6月，第 4卷第 2期 

26、高乐咏，王孝松，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政治经济学视角，《南开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08 年第

10期全文转载，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 18期收录。 

27、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统计分析，《亚太经济》，2008 年第 4 期。本文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28、王孝松，ITC 裁定对华反倾销案件时具有歧视性吗？《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 9期。

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29、王孝松，高乐咏，中央政府的激励机制与地方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 2

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30、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 FDI，《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 4期。

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09年第 10期全文转载。 

31、高乐咏，王孝松，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本质与方式：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09 年

第 3期 

32、Li Kunwang and Wang Xiaosong, “China’s Foreign Trade: Trends and Issues after WTO 

Accession”, in Chen Chunlai Eds,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TO Access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June, 2009.  

33、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历史演变、决策过程和形成因素，《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9年 7月，第 5卷第 2期 

34、王孝松，谢申祥，新兴经济体能拯救全球经济危机吗——基于进口贸易视角的评估，《国

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 9期。本文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 21期收录。 

35、王孝松，谢申祥，浮动汇率制国家满足实际利率平价假说吗？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

检验及对中国的启示，《财经论丛》，2009年第 5期 

36、李坤望，王孝松，谢申祥，奥巴马内阁、党派性与中美贸易发展走势，《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5期。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 2期全文转载。 

37、谢申祥，王孝松，张宇，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世界经济

研究》，2009年第 11 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38、王孝松，谢申祥，高乐咏，趋同还是趋异：执政党派别与美国社会经济形势，《世界经

济文汇》，2009年第 6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10年第 3期全文转载。 

39、王孝松，谢申祥，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内分工与南北贸易，《财贸研究》，2009 年第 6

期 

40、Yuan Tao, Wang Xiaosong and Du Jindong, “Does Countries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Satisfy the Hypothesis of Real Interest Rate Parity? A Test by Differentiating Traded and 

Nontraded Goods”, Kokugakuin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57 (3-4), 2009.  

41、谢申祥，王孝松，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争论与展望，《对外经贸实务》，2010年第 2期。

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42、谢申祥，张林霞，王孝松，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新动向：2002——2008，《财贸经济》2010

年第 4期。本文被《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 36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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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谢申祥，王孝松，垂直产品差异、外国企业纵向控制与研发政策，《世界经济研究》，2010

年第 9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11年第 2期全文转载。 

44、王孝松，谢申祥，“中国特保”案件的统计分析——分布特点及应对方案，《财贸经济》

2011年第 1期 

45、谢申祥，王孝松，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地区间不平衡，《经济管理》2011年第 4期。

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46、谢申祥，王孝松，对称市场结构、产业研发效率与政府的研发政策，《世界经济研究》

2011年第 5期 

47、谢申祥，王孝松，不对称市场、技术获取与 FDI的区位选择，《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

第 11期 

48、谢申祥，王孝松，基于不同保护目的的最优关税分析，《西部论坛》2011 年第 6期 

49、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竞争条件下的跨国并购与技术授权，《科学学研究》2012年

第 4期 

50、谢申祥，王孝松，黄保亮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基于

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第 4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51、李强，王孝松，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经济评论》2012年第 5期。本文

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52、王孝松、谢申祥，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年第 12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3年第 3期全文转载。 

53、周喆、王孝松，大国间经济冲突的政治动因探究——基于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分

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 1期。 

54、谢申祥，王孝松，反倾销政策与研发竞争，《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 1期 

55、谢申祥，王孝松，“国际寡头竞争、产业研发效率与战略性研发政策”，《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2013年第 2期 

56、王孝松，翟光宇，谢申祥，中国出口增长潜力预测——基于引力模型的若干情景分析，

《财贸经济》2014年第 2期 

57、王孝松、周嘉辰、翟光宇，“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

“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 2期 

58、Wang Xiaosong and Xie Shenxiang, “The Micro-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a’s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2014 

59、张国旺、王孝松，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

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 3期。本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信息网（国研网）全文转载。 

60、王孝松、张国旺、周爱农，上海自贸区的运行基础、比较研究与前景展望，《经济与管

理研究》2014年第 7 期 

61、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探究，《数量经济技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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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2014年第 11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5年第 1期全文转载。 

62、王孝松，亚太克服“意大利面碗”效应，《纺织科学研究》2014年第 12期 

63、Wang Xiaosong, Zhou Jiachen and Zhai Guangyu, “How ‘Made-in-China’Boosts U.S. 

Employment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S. Content’ in China’s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China Economist, Vol.10, No.1, 2015. 

64、张国旺、王孝松，决策环境与政治经济周期，《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 6期 

65、王孝松、李博、翟光宇，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国际贸易问题》2015 年第 8

期 

66、王孝松、何欣悦，TPP 达成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探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期 

67、王孝松、付乙含、林发勤，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业分布与成因探究，《国际商务研究》

2016年第 6期 

68、王孝松、刘元春，出口管制与贸易逆差——以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为例，《国

际经贸探索》2017年第 1期 

69、王孝松、卢长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竞争策略探索——基于上海、广东自贸区的比

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 2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7年第 7

期全文转载。 

70、雷达、王孝松，我国入世 15 周年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宏观经济管理》2017 年第 2

期。 

71、王孝松，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及中美贸易发展前景展望，《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

6期。 

 

科研项目： 

（一）国家级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策

略体系研究”（项目号 71203228），项目负责人。（2013年至 2015年，已结项）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跨越贸易壁垒目标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研究”（项

目号 71473254），项目负责人。（2015年至 2018年，在研）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项目号

71673280），项目负责人。（2017年至 2020年，在研） 

（二）省部级 

4、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策略

体系”（2014SKL012），项目负责人。（2015年至 2016年，已结项） 

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北京市企业应对贸易壁垒

的策略体系研究”（15JGB080），项目负责人。（2016年至 2017年，在研） 

（三）校级 

6、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

（项目号 10XNF062），项目负责人。（2010年至 2012年，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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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策略体系——基于厂商

异质性和内生保护理论的研究”（项目号 13XNI006），项目负责人。（2013 年至 2018年，在

研） 

8、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与贸易摩擦研究报告”（项目号

14XNP001），项目负责人。（2014年至 2016年，在研） 

9、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课题，“政治经济因素互动下中印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

（项目号 14YYA06），项目负责人。（2014年至 2017年，在研） 

10、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竞争策略探索”（项目号

16XNO002），项目负责人。（2016年至 2017年，在研） 

 

所获奖励： 

1、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类）二等奖，2010年。 

2、博士论文获得南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0年）、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2012年）、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12年） 

3、第七届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征文三等奖，2012年。 

4、入选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2013年。 

5、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班主任，2011年、2013年。 

6、入选《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第二届“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2014年 

7、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类）三等奖，2014年。 

8、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3年、2015年。 

9、入选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2016年。 

10、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6年。 

11、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