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任职务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专职副主席 

国务院参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研究范围   

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学习经历   

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   

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1978；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经历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2013‐至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201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8‐‐‐201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8，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199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1993；   

 

院士：   

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荣誉博士学位：   

法国奥佛涅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美国福特莫大学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英国诺丁汉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城市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国内外荣誉：   

被塞内加尔总统授予国家功勋勋章  2014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

文奖，2012年   

芝加哥大学校友杰出成就奖，2011   

爱尔兰三一学院哲学社荣誉赞助人，2010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7 年



10 月   

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2006 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 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2006 年；   

北京市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6年 9月   

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2006年 4月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005年；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2002 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 年；   

威廉.戴维森客座教授，威廉.戴维森学院，密西根大学，2002 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获第五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2001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

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1年；   

首场讲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迪.盖尔  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2001年 5月；   

“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突出贡献先进台胞”荣誉称号，2001 年；   

1992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评为 1980 至 1998 年内发表于国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

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2000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年；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

学杂志》1999 年度最佳论文奖；   

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 年；   

世界经济论坛，杰出学者（Fellow）,1999 年;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尼克拉斯杰出演讲系列，主讲人，1999 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年；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 年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1998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 1998 年北京市第 5 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二等奖；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 1997 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

选出一位获奖）；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获 1996 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科研著作奖

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 1996 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

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 1992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Fellow）,1993;   

香港中文大学林大卫经济学家奖，1993；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



人》等书。   

 

国内外社会兼职：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8‐。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2004‐2012。   

第 7、8、9、10 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2008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5‐2008   

福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  2006‐2009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2006‐2009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2006‐2008   

第四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2008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6 年 7 月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高级研究员，2005 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 年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 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2005 年   

《国际贸易问题》编委，2005 年   

《改革》杂志社学术委员，2005年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 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4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4年 6 月   

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2004年 4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2004年 4 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2004年 4 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2003‐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顾问，2002‐   

辽宁省人民政府顾问，2002‐   

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主任委员，2001‐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第 2、3 届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1999‐   

计量经济学会 2001 年东京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9‐2001；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项目顾问，199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民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顾问，1999‐‐‐；   

美国亚洲协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1999‐‐‐；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大学博士生校外考试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研究院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0；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农村研究”外部顾问，1998；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20 年粮食、农业和环境创新前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   

国际农经学会第 24 届世界大会（柏林）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2000；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会 1997年杰出年轻科学家主席奖评  委会成员，1997；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资深会员，1997‐‐‐；   

第 24 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   

计量经济学会远东会议筹备组成员，1997；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校外主考人，1997 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外主考人，1997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 OECD 未来工作组成员，1996‐‐‐；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顾问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1996‐1998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 17 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社会部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6：从计划到市场》外部专家评议组成员，1995‐1996；   

国际经济学会第 11 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1995‐‐‐；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校外主考人，1995‐‐‐；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东南亚经济和环境规划”新加坡会议筹备组成员，1994‐1997；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1996；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94‐‐‐；   

《中国经济评论》编辑顾问，1994‐‐‐；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地区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校外主考人，1993‐‐‐。   

国际水稻研究所顾问，1992；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199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   



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87‐1992，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4‐‐‐；   

世界银行顾问，1986‐1990，1993‐‐‐；   

 

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   

《发展和社会》（英文，韩国）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亚洲农业经济学杂志》（英文）（亚洲农业经济学会会刊）顾问编辑，1997‐‐‐；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英文，澳大利亚）编委，1997‐‐‐；   

《亚洲个案研究》（英文，新加坡）编委，1996‐‐‐；   

《汉城经济学杂志》（英文，韩国）编委，1996‐‐‐；   

《经济研究》编委，1996‐‐‐；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1997；   

《太平洋经济评论》（英文，香港）编委，1995‐‐‐；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英文，香港）编辑顾问，1995‐‐‐；   

《中国经济评论》（英文，美国）编委，1994‐‐；   

《农业经济学》（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编辑顾问，1992‐1994；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顾问，1992‐1999；   

《中国农村经济》编委，199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委，1988‐‐‐；   

 

海外英文杂志匿名审稿人：   

《美国经济评论》（美国）   

《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   

《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经济探索》（美国）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美国）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   

《经济和统计评论》（美国）   

《比较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研究杂志》（美国）   

《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   

 

年度讲座：   

Leonard D. White Lecture,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2,   

Bernard I. Fain Lecture,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Multi‐Polar Word,”  Brown University, 

2011.   

WIDER Annual Lecture,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WIDER, 2011 (Maputo, Mozambique, 

May 2011).   

Kuznets Lectur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2011.   



EXIM Bank Annual Lecture,  “Beyond Keynesianism and Global Recovery,”  Mumbai, India, 2009.   

Marshall  Lectures,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Annual Distinguished Lecture,  “Transition,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Leon Kozminski Academ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Warsaw, Poland, 2004.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istinguished Speaker Lecture 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Developing Asia,”  2004.   

Annual Prybyla/Riew Lecture, “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Penn State University, Jan 2004   

Goh Keng Swee Lecture,  “Reform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East Asian Institut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Dec 2003   

Inaugural Lecture, Annu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 Se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001.   

Nichols  Distinguished  Lecture,  “ China ’ s  Approach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Duke University, Nov 1999.   

 

英文专著：   

Beyond Keynes: Changwu and Lessons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nglish  edition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Econom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inese Edition)   

Benti  and  Changwu:  Dialogues  on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  Cengage,  2012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Lin: On Economic Method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inese e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ised and expande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Seoul：  KEIP，2001  （Editors with Kyun‐tae Le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ow  Did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Past?  How  Will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Future?  Second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Lecture. Mexico, D.F.: CIMMYT, 1998.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Volume 1: Regional Expereience and System Reform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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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下的教育”，“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教育”，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北京，2002

年 10 月。   

“中国农业改革和开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2002年 9 月。   

“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全国政协考察团，南非约翰内斯堡，2002年 8‐9 月。   

“第二届亚洲智者论坛”，“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  亚洲开发银行，   

新加坡，2002 年 8 月。   

“WTO 和新疆经济发展，”“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历史的机遇和挑战，”新疆，2002



年 7 月。   

“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转型期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国际研讨

会，北京，  2002年 7 月。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第五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北京，2002 年 6 月   

“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回顾”，“入世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机遇与挑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与美国道琼斯公司合办，北京，2002年 5 月；   

“展望 2010年中国经济”，“中国论坛 2002”，里昂证券，北京，2002年 5月；   

“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对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汪洋副主任“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与政策选择”的评论，“中国日研讨会”，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合办，  上海，2002 年 5月；   

“中国的扮演的角色”，“亚洲 2015研讨会”，亚洲开发银行 35 届亚行年会，上海，2002 年

5 月；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   

状及其展望”，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日本东京，2002年 4月  ；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及产业影响”， “Capital2002企业在中国投资洽谈会”，台湾群益

金融集团，北京，  2002年 4 月；   

“银行及资本市场改革”，“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危机与挑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与美国加图经济研究所合办，北京，2001年 12月；   

“21 世纪东亚经济的新秩序：韩国前财政部长张德龟、日本前大藏省副大臣神原英资和北

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三方座谈”韩国电视台，汉城，2001 年 10 月。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中国投资的回报率”，第四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

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北京，2001 年 6 月   

“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  迪.盖尔  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首讲，美国芝加哥大学，2001 年 5

月   

“中国及 21世纪的全球化”，萨尔斯堡研讨会，奥地利，2000 年 12 月   

“经济全球化及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展望”，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亚洲分校成立典礼，新加

坡，2000年 9 月；   

“通货紧缩和中国未来增长前景”，第三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年会，上海，2000 年 7 月；   

“东亚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世界银行新加坡亚洲发展论坛“东亚：从危机到机遇”

2000年 6 月；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全球经济一体化：亚洲和中国，21 世纪论坛，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治协商会议，北京，2000年 6月；   

“国有股上市流通的前景”，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社保体系国际研讨会”，财政部，

北京，2000年 6 月；   

“东亚经济已经走向复苏了吗？”亚洲发展论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SEAS，新加坡，

2000年 6 月；   

“世纪之交的中国和亚洲：世界商业机会”，亚洲协会上海年会，上海，2000年 5月；   

“国有企业改革：挑战与机遇”，乌兰巴托 NEA SURF Workshop，蒙古，2000 年 4 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人文科学院，巴黎，2000年 1 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影响”，OECD，巴黎，2000年 1 月；   

“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和服务进一步自由化带来的机会”，第 22 届香港/日本

和日本/香港企业合作会议，香港，1999 年 12 月；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吗？”，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尼克拉斯杰出演



讲系列，1999 年 11 月；   

“中国农业依靠什么才能取得更高的生产率？”，中国政策改革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

1999年 11 月；   

“亚洲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马尼拉社会论坛，亚洲开发银行，1999年 11 月；   

“新千年的中国经济”，香港科技大学开放日讲座系列，1999 年 10 月；   

“下个 50 年的中国经济”，全球财富论坛，《财富》杂志，上海，1999年 10 月；   

“中国经济改革”，韩国发展研究院发展政策研讨会，1999年 8 月；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 年转轨经济国际会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

究所，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999 年 7 月；   

“中国经济形势及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亚太安全理事会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工作组

第六次会议，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举办，北京，1999 年 5 月；   

“中国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欧亚基金会和中国

文化部，北京，1999年 5 月；   

“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威廉斯堡国际会议，韩国，1999 年 5 月；   

“1999 年中国经济政策和改革方略”，青年总裁协会香港大会，香港，1999 年 3 月；   

“中国经济了望”，外交关系协会研讨会，纽约，1999年 2月；   

“东亚奇迹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反思东亚奇迹国际研讨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协会研

究部，美国旧金山，1999 年 2 月；   

“中国改革现状”，CEPII 研讨会，巴黎，1999年 2 月；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CERDI 研讨会，巴黎，1999 年 2 月；   

“东亚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达沃斯，1999年 1月；   

“新千年的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协会、比利时商会、英国商会、德国商会、意大利商会、

新加坡商会联合午餐会，香港，1999 年 1 月；   

“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研讨会，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纽约，

1999年 1 月；   

“粮食权利与非理性消费：中国大跃进时期饥荒再考察”，中国大饥荒再考察研讨会，美国

经济学会年会，纽约，1999 年 1 月；   

“怎样取得粮食安全？”，国际议会联盟“通过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世界粮食峰会目标”

国际会议基调演讲，国际议会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意大利议会，罗马，1998 年 11 月；   

“中国的危机、增长和机会：内部人的观察”，国际企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1998 年

11 月；   

“中国农村政策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东南亚经济与环境规划双年研讨会，新加

坡国际发展中心，1998年 11 月；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第二届亚洲金融法律研讨会，国际律师协会，上海，

1998年 11 月；   

“农村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  纪念中国农村改革 20 周年研讨会，农业部，北京，1998 年

10 月；   

“经济改革和中国地区差距”，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差距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和发展研究

所，法国，1998 年 10 月；   

“思想库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华盛顿，1998 年 10

月；   

“农民负担：根源和政策选择”，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国际研讨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

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998 年 9 月；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北京，1998 年 7 月；   

“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挑战与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研究室，1998 年

7 月；   

“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座，1998 年 6 月；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吗？”，1998 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世界经济论坛，北

京，1998年 4 月；   

“泡沫、发展战略与东亚金融危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1998 年 3 月；   

“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中国经济转轨国际论坛，北京，1998 年 2

月；   

“中国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吗？潜力、问题和机会”，亚洲太平洋经济论坛，东京，1998

年 2 月；   

“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青年总裁协会，香港，1998年 2月；   

“国有企业与 21 世纪中国经济”，21 世纪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香港开放大学，1998 年 1

月；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中国经济改革专题：若干未完成

的改革，芝加哥，1998年 1 月；   

“退出权、特权和中国 1959‐1961 年大饥荒”，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中国 1959‐1961 年大饥荒

专题研讨会，芝加哥，1998 年 1 月；   

“中国粮食经济生产率：过去成就和未来前景”，第二年度著名经济学家论坛，墨西哥

CIMMYT，1998 年 1 月；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MISTI论坛，麻省理工学院，1998年 1月；   

“中国改革现状”，美国亚洲协会，旧金山，1998 年 1 月；   

“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和出路”，中国企业论坛，香港，1997 年 12 月；   

“中国与香港、日本的经贸关系以及作为战略伙伴创造的商业机会”，香港/日本、日本/香

港商业合作委员会第 20次会议，香港，1997年 12 月；   

“改革和发展：东亚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稳定、增长和转型：纪念 Michael Bruno  研讨

会，以色列，1997年 11月；   

“社会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997年东亚经济高峰会，世界经济论

坛，香港，1997 年 10 月；   

“新经济均衡：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1997 年东亚经济高峰会，世

界经济论坛，香港，1997 年 10 月；   

“粮食安全、国际贸易和中国农村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年会中国专

题研讨会：挑战与前景，香港，1997 年 9 月；   

“技术差距、发展战略与亚洲经济增长前景”，新兴亚洲研讨会，亚洲开发银行，马尼拉，

1997年 9 月；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东经，1997年 9 月；   

“中国经济改革和香港、台湾经济发展”，浩然 1997 年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相互关系

研讨会，香港，1997年 6 月；   

“中国经济改革现状”，美国卡托研究所新千年的市场化改革研讨会，上海，1997 年 6 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法国 CERDI，1997年 5 月；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欧洲、亚洲、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国际会议，A CEPR/ESRC/GEI

会议，伦敦，1997年 5月；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3月；   



“中国农业和粮食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亚洲地区稳定的粮食供给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

讨会，东京，1997年 2月；   

“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1997年 1 月；   

“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和增长”，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悉尼，1997 年 1 月；   

“中国农村改革：经验和前景”，约翰•克劳夫爵士讲座，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年会，

澳大利亚昆士兰，1997年 1 月；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香港经济研究中心，香港，1997 年 1 月；   

“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与东欧、俄罗斯”，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东京圆

桌会议，1996 年 12 月；   

“国家干预、所有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第 23 届 PAFTAD 会议，中国台北；   

“中国经济改革分析”，韩国中国学会，汉城，1996 年 8 月；   

“中国和东亚奇迹：一个理论解释”，新增长理论第四届 SJE 国际研讨会，汉城，1996 年 8

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向东亚学习国际研讨

会：南亚的教训，孟加拉国达卡，1996 年 7 月；   

“比较优势、发展政策和东亚奇迹”，环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经济学研讨会，香港，1996 年 7

月；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台湾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研讨会：台湾经济绩效（1945‐1995）与

发展理论和政策的相关性，康乃尔大学，纽约，1996年 5月；   

“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世界银行公共讲座，华盛顿，1996年 5 月；   

“财政分权与中国农村发展”，世界银行中国财政分权与农村发展研讨会，华盛顿，1996 年

5 月；   

“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研讨会，东京，1996年 5 月；   

“中国经济改革：对印度和其它转轨经济的借鉴意义”，“印度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国际经

验透视”国际研讨会，印度新德里，1996年 2月；   

“中国粮食经济：过去绩效与未来目标”，OECD 关于“21 世纪的中国：对世界的长期影响”

未来论坛，巴黎，1996年 1 月；   

“中国和东亚奇迹：一个理论解释”，  CES和 ACES  （ASSA）年会联席会议，旧金山，1996

年 1 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第 11 届国际经济学会，突尼斯，1995年 12 月；   

“国有企业改革：困境和出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国际研讨会，香港，1995年 10 月；   

“公平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海，1995 年 7 月；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Keidanren中国经济研讨会，东京，1995年 6月；   

“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银行体制改革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国际研讨会，北京，1995

年 5 月；   

“农业在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农业转轨国际研讨会，德国慕尼黑，1995 年 4

月；   

“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长期水稻需求与供给的目标和政策含义国际研讨会，

北京，1995年 4 月；   

“中国农业改革：问题与前景”，中国农村改革国际研讨会，中国海南，1995年 3月；   

“中国农业改革的动态影响”，亚太农业政策网研讨会，泰国，1995年 1 月；   

“中国经济改革对中东经济的借鉴意义”，世界银行，1994年 12 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研讨会，1994年 12 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院，1994 年 11

月；   

“耕作制度改革与中国农业增长：对非洲经济的借鉴意义”，世界银行，1994年 10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杜克大学国际经济学

研讨会，1994 年 9 月；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改革战略与改革经验：比较研究”，比较经济学研讨会，北卡罗莱纳大

学，1994年 9 月；   

“亚洲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水稻生物技术国际规划组第 7 次会议，印度尼西亚巴厘，1994

年 5 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1994 年 4 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亚太观察，悉尼，1994 年 4 月；   

“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世界银行“中国：另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巨人”行政长官讨论

会，1994年 3 月；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它改革中经济的借鉴意义”，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

论文奖研讨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94年 3月；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与前景”，斯坦福大学东亚经济发展研讨会，1994年 3月；   

“中国经济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国际经济学研讨会，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1994 年

3 月；   

“水稻科研优先序方法论”，国际水稻研究所水稻科研优先序研讨会，菲律宾，1994年 2 月；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成功吗？”，西方经济学会“正在觉醒的巨人与环太平洋贸易”国

际环太平洋会议“中国：正在觉醒的巨人”专题会议，香港，1994年 1 月；   

“农业耕作制度与中国农业绩效”，集体化及其另类国际研讨会，上海，1993年 8月；   

“政府定购价格与中国农业供给反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学系经济发展与

贸易研讨会，1993年 8月；   

“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1993年 8 月；   

“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国际研讨会，海南海

口，1993年 7 月；   

“荷兰病、台湾的成功与中国大陆的繁荣”，“90 年代三大中华经济体的挑战与机遇”国际

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经营与体制管理系，1993 年 6 月；   

“禀赋、技术与要素市场：来自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的自然试验”，美国加州大学（洛衫矶）

经济史研讨会，1993年 2 月；   

“中国农村要素市场萌芽”，香港大学经济学系，1992年 10月；   

“制度与经济发展”，首届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经济学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1992 年 10 月；   

“农村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系经济发展研讨会，

1992年 7 月；   

“集体农业与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的实践”，  IAAE集体农业实践国际研讨会，以色列耶路

撒冷，1992年 4 月；   

“政府定购价格与中国农业供给反应”，国际水稻研究所水稻需求与供给研讨会，1992 年 3

月；   

“技术变迁与农业家庭收入分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2年 2 月；   

“改革以来的农业增长”，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研讨会，堪培拉，1991年 11 月；   

“技术变迁与农业家庭收入分配”，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1 年 10 月；   

“评贫困、资源与生育：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国际经济学会资本主义的另类研讨会：



纪念詹姆斯•米德，英格兰，1991年 10 月；   

“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增长”，荷兰自由大学世界粮食中心，1991年 10月；   

“中国浙江省水稻生产的约束条件”，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规划组第 5届年会，

美国亚利桑纳，1991年 10 月；   

“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发展”，第 19 届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北京，1991 年 5 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理论与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纪念 D 盖尔•约翰逊

研讨会，芝加哥，1991年 5 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与中国杂交水稻的采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发展经济学研讨会，

1990年 9 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改革：中国的经验”，“东欧和苏联农业改革：困境与战略”研

讨会，世界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布达佩斯，1990年 8月；   

“中国的杂交水稻创新：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型技术创新研究”，耶鲁大学东北

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0 年 5 月；   

“中国经济改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展望研讨会，1990 年 4 月；   

“教育与技术应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新农业技术的不同影响末期研讨会，菲律宾，1990 年

3 月；   

“耕作制度、粮食政策与中国农业改革”，  Smithsonian 研究所世界粮食研讨会，华盛顿，

1989年 10 月；   

“中国农业制度与技术选择”，中国农村发展研讨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美国路易斯

安那，1989年 8 月；   

“中国杂交水稻创新与扩散”，新农业技术的不同影响第 3 届国际研讨会，孟加拉国达卡，

1989年 3 月；   

“中国经济改革与国际贸易”，泰国发展研究院，曼谷，1989 年 3 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改革”，香港经济研究中心，1989 年 1 月；   

“集体化与中国 1986 年农业危机”，混合经济中的计划手段国际研讨会，英迪拉•甘地发展

研究院，印度孟买，1989 年 1 月；   

“中国农村改革”，印度统计学院，印度加尔各答，1989年 1 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国际农业经济学会第 XX 次会议，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年 9 月；   

“中国农业改革：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圣地亚哥，

1988年 9 月；   

“农村金融市场与农业生产率”，世界银行讲座，1988年 8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计量经济学会 1987 年远东

会议，东京，1987年 10月；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影响与展望”，香港中文大学讲座，1987 年 10 月；   

“中国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实证分析”，香港大学讲座，1987年 10月；   

“集体农业中的激励：一个中国的理论模型”，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密歇根，1987 年 8 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1987年 8 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第 3 届“新时代的中国”PWPA国际研讨会，

菲律宾马尼拉，1987年 8 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美国中国经济合作研讨会，武汉，1987年 6 月；   

“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实证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经济发展研讨会，

1987年 5 月；   

“家庭农场、集体农场与效率：来自中国农村逆集体化的证据”，美国东北地区大学发展联



合会研讨会，波士顿大学，1987年 5 月；   

“家庭责任制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当代共产主义国家研讨会，耶鲁大学，1987

年 3 月；   

“中国农村改革”，美国三一学院，1987 年 3 月；   

“当前农村制度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马里兰大学农业经济学研讨会，1987年 2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AAEA/AEA“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研讨会，

新奥尔良，1986 年 12 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实证研究”，东亚发展研讨会，范德比尔特大学，1986 年

10 月；   

“中国的农村制度改革：起因与影响”，耶鲁大学贸易与发展研讨会，1986 年 9 月；   

“中国农村新政策：一个经济学分析”，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1986年 8 月；   

“农村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国立农业经济研究院，东京，1986 年 7 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监督、激励与农场最优规模”，东京经济研究中心，1986年 7月；   

“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东京都市大学，1986 年 7 月；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激励与生产”，青山学院大学，东京，1986 年 7 月；   

“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证据”，世界银行，1985 年 12 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监督、激励与最优农场规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1985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