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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支大林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5年4月7日 专  业 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

职  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职  务 院长

办公电话 0431-84536210 传  真 0431-84536210 

邮  箱 zhidl447@nenu.edu.cn 办公地点

   

  【个人情况综述】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吉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咨询委员、中共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

委员,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吉林省开放开发项目咨询专家组专家,吉林省外国

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全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1997年获“华为”奖教金；1998年获“宝钢”教学奖；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

年被评为第十批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学习工作简历】

   

  1996－2002年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理学博士学位  

  1985－1988年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1978－1982年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4－至今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2003年 东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1992－1995年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    副教授  

  1988－1992年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    讲师  

  1982－1988年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    助教  

  1975－1978年 吉林省公主岭市二中    教师  

  1969－1973年 吉林省怀德县四道岗乡河南六队 集体户户长、大队团总支书记 

  【社会学术兼职】

     

  吉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咨询委员  

  中共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  

  吉林省开放开发项目咨询专家组专家  

  吉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  

  全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教学工作】

     

  近三年主要讲授课程：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本 科：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研究生：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践  

  指导研究生情况（博士，硕士）：指导博士生12名 硕士生18名 

  【主要科研方向】

     

  通货膨胀理论与实证研究  

  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  

  东北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运行与监管实证研究  

   

  【主要科研项目】

     

  1.《东北沿海经济带一体化整合发展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8年，项目编号： 



08BJL035 

  2.《高等院校利用资本市场融资问题研究》，教育部委托项目 2007年，项目编号：20599  

  3.《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应用经济学实践教学研究》，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2008年 批

准号：GH08057  

  4. 《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国五矿集团委托项目，2007年  

  5. 《长春市金融业发展对策研究》，长春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2007—2008年，项目编号：

06RK17 

  6.《东北沿海经济区域产业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2007年，项目

编号：07JA790069  

  7. 《吉林省经济发展金融制约问题研究》，吉林省社科重点规划项目，2006—2007年  

  8. 《大图们江地区各国开发政策比较研究》，吉林省政府重点项目，2006-2007年，  

  9.《信息化东北——东北财政税收研究》，教育部211工程项目子课题，2004-2006年  

  10.《振兴长春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长春市科委2004年度软科学课题 2004年， 项目编

号:04-09RK118   

  11. 《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吉林省哲学社会规划项目 2004年， 项目编号： 

2004025 

  12.《长春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比较分析研究》，长春市科委2002年度软科学课题 2002年， 项

目编号：02-OHR01  

  13.《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研究》，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2003年，项

目编号：B315048  

  14.《高教经济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 吉林省教育科学课题 2002年    

  15.《经济安全问题与我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研究》，吉林省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2001年，  

 项目编号：2001048  

  16.《完善长春市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长春市科委2001年度软科学课题， 2001年  

  17.《国外咨询公司运行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华电集团华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0年  

  18.《长春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合理确定》，吉林省九五哲社基金项目，1999年   

  19.《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吉林省九五哲社重点招标项目，1997年   

  20.《中国价格改革研究》，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92年  

  【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目录：  

  1. 支大林，苗淼，《以社会和谐为取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国财政》，2008年第4期  

  2.支大林，《中国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问题研究-基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吉林工商学院学

报》，2008年第1期  

  3.支大林，韩建雨，An Empirical Study on Wealth Effec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and 

Real Estate Market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STP和ISSHP双收录  

  4. 支大林，韩建雨，The Wealth Effect of Chinese Household Assets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Demand，ICMSE 2007，ISTP收录  

  5. 支大林，韩建雨，Based on the Purpose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 Demand to Study the 

Wealth Effect of Chinese Household ，Proceedings of 13th Cross-Strait Academic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7），ISTP收录源 

  6. 支大林，美、英投资银行与区域经济协同性及启示，《经济纵横》（CSSCI），2007年第１期 

  7. 支大林，刘贵清，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动态》（CSSCI），

2006年第3期  

  8. 支大林，韩建雨，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anging Industry Structure and Growing 

Economy in China，2006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国际研讨会，ISTP和ISSHP双收录  

  9.支大林，岳岩，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进展缓慢原因与对策分析，《调研与决策》，2006年第10

期  

  10.支大林，吉林省各州市金融竞争力分析与提升建议，《决策咨询要报》，2006年8月  

  11.支大林，吉林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金融支持探析，《税务与经济》（CSSCI），2006年第4

期  

  12. 刘贵清，支大林，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的对策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6年

1月  

  13.支大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东北亚论坛》(CSSCI)，2006年第6期  

  14.支大林，新形势下吉林省金融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吉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咨询委

员会专家建议汇编》，2005年12月1日  

  15.支大林，长春市金融业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咨询委员会专家建

议汇编》，2005年12月1日  

  16.支大林，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更需中央政府支持，《决策咨询要报》，2005年11月1日  

  17.支大林，振兴长春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研究》，2005年10月1日  

  18.支大林，论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研究》，2005年10月1

日  

  19.刘贵清，支大林，培育新型有竞争优势的吉林省地方产业群的探讨，《经济纵横》

（CSSCI），2005年8月1日  

  20.支大林，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的对策建设，《决策咨询要报》，2005年6月1日  

  21.支大林，将民债作为新的宏观调控工具的理论思考，《财政研究》（CSSCI），2005年5月日  

  22.支大林，杨大光，吉林省农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研究，《东北师大学报》（CSSCI），

2004年1月1日  

  23.支大林，高等教育经济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2004年9

月1日  

  24.支大林，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探讨》，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4年6月1日  

  25.支大林，祝晓波，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中的金融结构因素分析，《东北师大学报》（CSSCI），

2004年2月1日  

  26.支大林，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资产管理探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2003年12

月1日  

  27.支大林，浅析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 2003年12月1

日  

  28.东北地区以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策略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

2003年12月1日  

  29.支大林，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的对策思考，《吉林日报》理论版，2003年2月1日  



  30.支大林，长春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比较分析研究，《小康社会》上，2003年1月1日  

  31.支大林，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小康社会》上，2003年1月1日   

  32.支大林，东北地区农民收入变化分析及增收对策，《与时俱进》下，2003年1月  

  33.支大林，韩明友，民债——宏观调控的新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内参)》, 2003年  

  34.支大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 《中国东北论坛》， 2003年  

  35.支大林，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资产管理探析，《中国东北论坛》 2003年  

  36.支大林，东北地区以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策略，《中国东北论坛》，2003年  

  37.支大林，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 2002

年2期  

  38.支大林，于尚艳，论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形式，《当代经济研究》（CSSCI），2002年3期  

  39.支大林，影响吉林省经济安全的风险因素及作用机理，《中国东北论坛——跨世纪的中国东

北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40.支大林，论人力资本收益与个人收入分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探索》，全国高校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02年  

  41.支大林，于尚艳，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机制探索，《东北师大学报（CSSCI》，2001年4期  

  42.支大林，经济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东北师大学报——教学研究文集》（CSSCI），2001年 

  43.支大林，美日经济之比较，《经济展望》， 2000年5期  

 44.支大林，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吉林省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吉林教育出

版社，1998年  

  45.支大林，再就业：中国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世纪评论》，1998年6期  

  46.支大林，中国居民分配开创性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4期  

  47.支大林，我国近期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及其双重压力，《全国高校经济理论与实践》1997年  

  48.支大林，关于当前通货膨胀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6年2期  

  49.支大林，正确理解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50.支大林，中国渐进式价格改革的实证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3期  

  51.支大林，通货膨胀有益吗，《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  

  52.支大林，关于财政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吉林财政研究》，1995年5期  

  53.支大林，对物价上涨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吉林财税》， 1995年9期  

  54.支大林，对当前物价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几点认识，《吉林金融研究》，1995年8期  

  55.支大林，关于通货膨胀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4期  

  56.支大林，控制通货膨胀势在必行，《吉林日报》理论版，1994年9月  

  57.支大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经济纵横》，1994年  

  58.支大林，改革发展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邓小平与中国》，1994年  

  59.支大林，王相敏，长春土地出让价格的合理确定，《长白学刊》，1994年2期  

  60.支大林，王相敏，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界定与对策思考，《当代经济研究》，1994年3期  

  61.支大林，王相敏，长春土地等级划分与价格的合理确定， 《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  

  62.支大林，改革与发展的支点——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吉林金融研究》，1994年7期  

  63.支大林，搞好西方经济学教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教学研究》，1994年  

  64.支大林，日本企业组织结构透析，《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8期  

  65.支大林，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亟需宽松的经济环境，《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9期  

  66.支大林，我国第一次滞胀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经济纵横》，1993年12期  

  67.支大林，1993年我国物价涨势及其对策，《吉林金融研究》，1993年8期  

  68.支大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吉林日报》理论版，1993年1月  

  69.支大林，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构造，《企业大世界》，1993年4期  

  70.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沿革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定，《长白论丛》，1993

年2期  

  71.支大林，调整时期体制的变化，《中外改革通鉴》，1993年  

  72.支大林，对私营经济的性质要作具体分析，《经济纵横》，1992年6期  

  73.支大林，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竞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2辑商务印书馆 

1991年  

  74.支大林，〈西方经济思想词典〉评价》，《经济纵横》，1991年4期  

  75.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构建，《展望出版社文集》，1991年  

  76.支大林，深化企业改革的目标选择，《展望出版社文集》，1991年  

  77.支大林，滞胀——改革与发展面临新挑战，《时代论评》，1989年1期  

  78.支大林，滞胀：中国早于西方，《理论信息报》，1989年  

  79.支大林，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学术界动态》，1988年11期  

  80.支大林，试论按劳分配存在的二重原因及其二重结构，《松辽学刊》，1989年2期  

  81.支大林，试论我国通货膨胀的十大动因，《河北学刊》，1988年2期  

  82.支大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二元结构及其互补性，《探索与求是》，1988年8期  

  83.支大林，两难境地 出路何在，《经济论坛》1988年10期  

  84.支大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结构与功能，《吉林社会科学》 1988年2期  

  学术著作或教材目录：  

  1.支大林，于尚艳：《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2.支大林，《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贡献》，东北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基金项目，2004年  

  3.支大林，于尚艳：《西方经济学教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支大林，《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文集——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3年  

  5.支大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探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支大林，《西方经济学》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7.支大林，《中国价格改革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  

   

  

  【鉴定成果】

     

   

  【获奖信息】

     

  1. 2008年被评为第十批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2.《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贡献》（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获2007年长春市第三届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西方经济学教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获2007年吉林省优秀教材二等奖  

  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的路径选择》（论文类）2007年获长春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4.《西方经济学》（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4年获首届吉

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优秀成果奖  

  5.《高等教育经济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论文类）2004年获东北师大教育教学改革一等奖  

  6.《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研究》（论文类）2004年获第一届“吉教杯”教育教学

论文三等奖  

  7.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8.《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论文类）2001年获吉林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评选论文三等奖  

  9.1998年获宝钢教学奖  

  10.1997年获华为奖教金  

  11.《正确评价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论文类）1997年获吉林省政府九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2.《论中国渐进式的价格改革》》（论文类）1995年获吉林省政府八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3.《长春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合理确定》（论文类）1995年获吉林省政府八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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