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周炼石  

周炼石女，1949年6月上海市人，硕士研究生，教授。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经济

系获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1998年获经济学教授职称。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

和金融学系任教，并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五届经济政策学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共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政策研究会理

事、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经济政策学的教学研究，给校内主体班、研究生、本科生分别讲授《中国经济与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学》，《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高设计和运用经济政策能力》，《国际金融风险与政策趋

势》，《宏观调控政策趋势》等课程。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委党校多次获得各类教学优秀奖。 

曾主持完成和现正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基金课题、上海社科基金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有4项，其他课题2项。出版个人专著6部，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60多篇，其中1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

转载。科研成果曾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2000）、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论文二等奖（1998）和三等奖（1994）。 

  

治学格言： 

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对我产生巨大和久远影响的，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名言：“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

停止生存的时候，也还能以你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因此当我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后，就把“一不为官，

二不争名，躬身芸芸”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把中国士大夫“视官职名利如浮云”为楷模。 

一位名人说过：“人是渺小的，著作是伟大的”，在我有生之年，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并在自己停止生

命之后还能为社会所用，就是我一生最大幸福和财富。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zhoulianshi@hotmail.com 

电话：64363041转81101 

  

教学及教学研究情况： 

从事专业教学和承担的主要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课程： 



本科生：《经济政策学》 

金融学系课程： 

本科生：《中国经济与经济政策》 

研究生：《经济政策学》、《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系承担的课程： 

主体班次：局级班《提高设计和运用经济政策能力》 

中青班、处长班：《国际金融风险与政策趋势》 

企业管理班：《近期金融体制改革与新政策》《公司融资新渠道新工具》、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与政策》 

其他班次：《宏观调控政策趋势》《近期财税政策》《城市建设投融资》 

系统课程：MPA硕士班：《公共政策分析》 

本科班：《政策分析》《金融机构管理》 

函授本科：《货币银行学》 

（2）教学研究成果（含教材编写） 

在长期从事经济政策学教学基础上先后编写的专著性教材： 

《经济政策：原理与分析》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4 

《宏观经济政策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9 

《现代经济政策学原理》南海出版公司1994.9 

（3）、教学获奖情况： 

1993年10月获华东师范大学《新兴学科优秀教学一等奖》 

2002年1月获上海市委党校获《研究生教学质量优秀奖》 

2002年11月“多媒体教学研究”获《全国党校系统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2002年9月获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上海分院《函授精品课奖》 

2004年1月获上海市委党校《校教学优秀奖》 

（4）、社会教学兼职： 

交通大学MPA硕士班《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经济政策学》硕导、研究生教学 

  

科研情况： 

（1）主持各级各类课题： 

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4项，其他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宏观调控中的财政金融政策协调”（1997）；国

家教育部基金课题：“资产重组的产业结构政策指导”（1998）；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

止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机制研究”（2005）；上海社科基金课题“入世后人民币币值研究”（2002）；华东师范

大学校级课题：“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上海市委党校校级课题“经济政策学的新变动新发展”（2002）。 

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影响 

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6部，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1篇。主要著作有：《经济

政策：原理与分析》（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政策性计划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宏观经济政

策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现代经济政策学原理》（南海出版公司1994）；《经济政策学》（重庆

出版社1991）；《现代指导性计划要论》（重庆出版社1988）。 

代表性论文（转载和入选国际会议）：“全面启动和强化财政金融机构性工具”（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

税务1999.）；“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政策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

段”（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4）；“经济全球化中的政策协调”（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

  



2000）；“资产重组的产业政策指导”（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7）；“中国工业化的新阶段与产业政

策”（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7）“集分权政策理论及运用”（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2）；“论中国

货币政策三大总量工具的选择”（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1996；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评梯度推

移理论与政策在中国的实践”（人大复印资料：区域经济-城市经济1996）；“九十年代南北关系：协作与斗争

并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经济1996）； 

入选国际会议论文：“公共财政政策目标：兼顾平等和效率“（入选美国迈阿密国际研讨会2003）；“经

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入选希腊雅典国际研讨会2001）。 

（3）科研成果获奖： 

“人民币汇率政策与目标体系”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1998）；“宏观经济政策论”获

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2000）；“现代指导性计划的经济政策原理”获上海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1994）。 

主要研究方向和主要学术观点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政策一般原理研究，包括固定目标法和机动目标法、政策工具边界条件原理、集分权政策原理、经济

政策模型等等。相关研究方向：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等。 

经济政策学是研究市场经济中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规律的学科，对于提高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科学性具有极

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但是这门由丁伯根教授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学科，直至80年代刚刚被引进国内，到现在

仅仅在少数学者中研究。显然中国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宏观调控实践的发展，这是中国宏观调控逐步

取得经验，但多次发生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主要学术观点： 

经济政策学是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理论，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和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指导； 

中国2003-2004年经济局部过度的成因之一，在于政策目标的实现缺乏政策工具保证； 

中国结构性矛盾上升为经济主要矛盾，必须强化健全财政金融等结构性政策工具； 

政策性计划以经济政策原理为基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人民币升值有其客观基础，但汇率政策是各国主权之一，须服从本国经济政策目标； 

人民币升值舆论表明，全球必须加强汇率政策国际协调，建立世界性汇率组织；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超越边界条件，需要逐渐淡出，并实施周期均衡财政政策； 

中国工业化已进入新阶段，加快工业化建设必须加大后期主导工业政策力度； 

中国地区经济平衡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梯度推移，根据集分权政策原理实施地区政策； 

七大综合经济区是中国合理的经济区划政策，有利实施梯度推移和增长极地区政策，平衡地区差距，也是

设置中国中央银行分行、财政部分部即二级财政金融政策主体主要依据。 

  

学涯心路： 

从硕士研究生学习开始，本人就对经济政策学发生兴趣，并把这一学科研究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因

此作为一个经济政策学早期的研究者，开始了艰苦的学术苦旅。由于资料极端匮乏，研究者寥寥无几，在仅有

的少数文献中苦苦追寻，终于于1994年出版了“经济政策原理”著作，1998年运用经济政策原理探索中国经济

政策规律，撰写出版了“宏观经济政策论”一书等。 

1999年为了经济政策学学科发展需要，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实践，本人毅然告别了培养自己

并执教20多年的母校，来到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系任教，为广大干部、实际部门的政策制订者

转播讲授经济政策学，祁盼这门学科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到党校后展开了我学术生涯新的一页。2004年学校派我去荷兰丁伯根生前所在的计划局以及罗马大学经

济政策学系访问，了解这门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党校、教研部领导的支持下，在局级班开设了“提高设



 

计和运用经济政策能力”的课程、在本科办、MPA硕士班分别开设了政策分析课程，开始传播这门学科，开展

政策学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我出身教师世家，对教育事业充满热爱。高校任教以来，我以极大热

诚、负责精神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次课、指导好每一篇论文。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生还是干部，

他们对知识的渴望，都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他们的点滴满足，都是我莫大的安慰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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