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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叶祥松，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获聘广州学者卓越特聘教授领军人才岗位，

广州市杰出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世界经济发

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宏观经济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经济学会

副会长、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广东财经

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1987年、1994年、1997年先后被破格晋升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2001年

起被西北大学聘为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2013年被广州大学聘为统计学专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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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30多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 12项，其中，主持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主持厅局级课题 10余项。在 80余种刊物上

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

30余种权威刊物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0余篇，有 40多篇学术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全文复印或摘要。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8项。公开出

版学术著作 6部、主编教材 9部。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产权制度与

企业改革问题研究，取得显著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教育背景

1979.09至1983.06，中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学士

1987.09至1990.06，广西大学，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硕士

1997.09至2000.06，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博士

职业经历

1.学术工作经历

1983.07至1987.09，湖北省中共咸宁地委党校，助教/讲师

1990.07至1995.11，武汉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

1995.11至2012.07，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教授

2012.11至今，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

2.海外工作经历

2010年7月应邀去美国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先后访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德雷塞

尔大学。

2012年9月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乌普萨拉大学、隆德大学等作学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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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课程

本科生：西方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研究生：中级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科研服务（主持省部级以上的项目）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研究，

立项经费：80万，立项时间：2014年，已结项。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主持，农村机构改革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立项经费：9

万，立项时间：2007年，已结项。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主持，转轨经济汇总我国国有公司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研

究，立项经费：4万，立项时间：2000年，已结项。

【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主持，基于契约链视角的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组织与治理研

究，立项经费：9万，立项时间：2011年，已结项。

【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主持，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农联模式”的理论框

架与运行机制研究，立项经费：5万，立项时间：2006年，已结项。

【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主持，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研

究，立项经费：5万，立项时间：1998年，已结项。

【7】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粤军重大项目，主持，广东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调研，立

项经费：10万，立项时间：2015年，已结项。

【8】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粤军重大项目，主持，深入贯彻理解新的发展观念，立项经费：10

万，立项时间：2016年，已结项。

【9】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粤军重大项目，主持，广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立项经

费：10万，立项时间：2017年，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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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基于契约链视角的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组织构建与

治理研究，立项经费：5万，立项时间：2011年，已结项。

【11】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国有企业产要制度及创新研究，自筹经费，立项

时间：2004年，已结项。

【12】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立项经费：0.3万，立

项时间：1992年，已结项。

研究成果

1.获奖及荣誉

科研奖励（省部级以上）

【1】《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论文、第二）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论文、第一）获教

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3】《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论文、第一）获广

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4】《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论文、第二）

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5】《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论文、第二）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

奖。

【6】《现代企业前沿问题研究》（著作、独立）获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

【7】《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问题》（论文、独立）获1988—1990年国家民政部优秀论文

奖。

【8】《国有企业创新的八大难题》（论文、独立）获广东省第六次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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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1】1998年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省级人才

【2】2015年入选广州市杰出专家

【3】2017年被广州大学聘为广州学者卓越特聘教授领军人才

【4】2020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2.论著和主编教材目录

【1】《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联模式》，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出版，独著。

【2】《国有公司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7月，独著。

【3】《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专著（第一作者）。

【4】《现代企业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独著。

【5】《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独著。

【6】《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借鉴、启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独著。

【7】《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主编。

【8】《宏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主编。

【9】《微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主编。

【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主编。

【11】《政治经济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主编。

【12】《政治经济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主编。

【13】《政治经济学》，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主编。

3.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独立作者80篇，第一作者26篇，通讯作者12篇）

【1】叶祥松,晏宗新.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J].中国社会

科学,2012(09):63-81.   

【2】叶祥松,刘敬.政府支持与市场化水平对制造业科技进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20,(05):83-98.   

【3】叶祥松,刘敬.异质性研发、政府支持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J].经济研究,2018,(09):11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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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J].经济研究,2016,(08):86-

100.   

【5】叶祥松,崔建华,晏宗新,徐忠爱,赵卓.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金融稳定与产业发

展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0,(03):156-160.   

【6】叶祥松.德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1996（03）:102-107.   

【7】叶祥松,曹宗平.推行独立董事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J].求是

,2002(16):30-31.   

【8】殷红,张龙,叶祥松.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变效应[J].世界经济,2020,43

(01):122-142.   

【9】叶祥松.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状况[J].世界经济,1997(07):64-65.   

【10】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

[J].中国工业经济济,2014(09):78-90.   

【11】叶祥松,刘敬.政府支持、技术市场发展与科技创新效率[J].经济学动态,2018(07):67-81.   

【12】叶祥松,刘敬.戴维&middot;卡德与艾伦&middot;克鲁格对经验微观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

学动态,2015(04):91-102.   

【13】叶祥松.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J].经济学动态,2010(09):67-70.   

【14】叶祥松,曹宗平.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理性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3(04):18-19.   

【15】叶祥松.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八大难题[J].经济学动态,1995（09）:16-21.   

【16】叶祥松.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股权结构和主体问题[J].经济管理，

2001(01):63-64.   

【17】李苏苏,叶祥松,张少华.基于增长与稳定视角的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J].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2020(02):40-57.   

【18】叶祥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兼评国有企业改革中若干不同认识[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01):20-25.   

【19】叶祥松,彭良燕.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J].财贸经

济,2011(02):102-109+137.   

【20】叶祥松.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变[J].当代亚太,2002(11):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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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叶祥松.略论东南亚华人经济[J].当代亚太,2001(08):51-56.   

【22】叶祥松.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J].当代亚太,2001(07):50-56   

【23】叶祥松.西欧各国国有企业私有化对我国国有经济调整的启示[J].当代亚太,1999(11):27-

32.   

【24】叶祥松.论粤港经济运行机制的衔接[J].当代亚太,1997(03):48-52.   

【25】叶祥松.海外华人和华人经济[J].当代亚太,1997(02):68-71.   

【26】叶祥松.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趋势及其原因[J].当代亚太,1997（01）:59-62.   

【27】叶祥松.韩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启示[J].当代亚太,1996（04）:13-17.   

【28】叶祥松.论美国货币市场构成及其特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03）:38-40+45.   

【29】叶祥松.美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

治,1996(07):64-67.   

【30】叶祥松,彭良燕.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基于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J].经济学家,2011(06):81-86.   

【31】叶祥松,罗海平.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J].经济

学家,2008(01):48-54.   

【32】叶祥松.深化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J].经济学家,2006（02）:46-50.   

【33】喻卫斌,叶祥松.产业集群的组织特性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学家,2005(02):125-128.   

【34】叶祥松.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J].经济学家,2004(02):57-60.   

【35】叶祥松.中外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J].经济学家,2003(01):98-104.   

【36】叶祥松,罗海平.几个重大所有制关系的梳理与重构—兼论“和谐所有制”理论体系的构建

[J].经济评论,2006(02):25-30.   

【37】叶祥松,白永秀.劳动价值论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兼论苏星、谷书堂、何炼成之争

及其反思[J].经济评论,2004(05):16-24.   

【38】叶祥松.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历史考察[J].经济评论,1996(01):64-67.   

【39】李苏苏,叶祥松,张少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J].学术研究,2020

(03):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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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叶祥松,徐忠爱.显性契约还是隐性契约——公司和农户缔约属性的影响因子分析[J].学术

研究,2015(05):87-91+160.   

【41】叶祥松.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到现代虚拟经济[J].学术研究,2013(06):75-80.   

【42】叶祥松.意大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学术研究,1997（03）:22-25.   

【43】叶祥松.新加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学术研究,1996(04):23-25.   

【44】叶祥松,卢春城.我国采掘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及其外部扩张[J].改革,2011(12):118-124.   

【45】吕建兴,叶祥松.中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及其演变特征——基于流通环节的视角[J].世界农

业,2019(06):46-57.   

【46】叶祥松,彭贵.要素投入与创新支撑:广东制造业增长路径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13

(06):62-69.   

【47】叶祥松,徐忠爱.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暨岭南经济论坛综述[J].南方经济,2012(02):81-

84.   

【48】叶祥松,徐忠爱,赵卓.广东《资本论》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汤在新教授诞辰80周年学术

研讨会综述[J].南方经济,2011(10):81-85.   

【49】叶祥松.关于国有公司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问题[J].南方经济,2001(04):47-50.   

【50】叶祥松,李苏苏.中国对外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其

他国家的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18（08）:159-165.   

【51】叶祥松.国外农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应用[J].甘肃社会科学,   

2015(05):198-203.   

【52】龚晓瑾,叶祥松.威廉姆森对企业理论的贡献与未来发展方向[J].河南社会科学,2010,18

(03):56-60.   

【53】叶祥松.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8(06):33-37.   

【54】杨卫军,叶祥松.不确定性与我国农业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J].贵州社会科学,2008

(10):94-98.   

【55】叶祥松.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

(10):113-117.   

【56】叶祥松.评“社会劳动价值论”[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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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叶祥松.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研究综述[J].广东社会科学,   

2006(01):29-32.   

【58】叶祥松.从价值论向价格论的演进[J].山东社会科学,2005(10):51-55.   

【59】叶祥松.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八大难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2(04):22-25+40.   

【60】叶祥松.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票期权制的几个基本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02(03):1-5.   

【61】叶祥松.西部大开发之逻辑演进[J].贵州社会科学,2001(04):17-22.   

【62】叶祥松.论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J].宁夏社会科学，2000(05):3-7.   

【63】叶祥松.论控制内部人控制[J].青海社会科学,2000(05):26-30.   

【64】叶祥松.日本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青海社会科学，1996(06):112-116.   

【65】叶祥松,喻卫斌.我国农村机构改革存在问题及改革策略研究[J].经济问题,2010(01):73-76. 

【66】罗海平,叶祥松.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与内涵研究[J].经济问题，2008(07):82-86.   

【67】叶祥松.基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8(02):10-12.   

【68】叶祥松,曹宗平.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03   

(01):49-53.   

【69】宁国玉,叶祥松.中日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2

(12):93-97+105.   

【70】叶祥松,刘敬,王江波.经济增长质量与能源效率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J].江西财经

大学学报,2017(05):3-13.   

【71】叶祥松,王朝辉.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4):56-

61.   

【72】叶祥松.对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股权结构和主体问题的探讨[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

(03):18-20.   

【73】叶祥松.一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力作——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J].当代财经,2019(11):2+141.   

【74】叶祥松.日本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1996   

(04):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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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徐忠爱,叶祥松.公司和农户间关系性产权契约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09):13-

18.   

【76】叶祥松.关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中的三个糊涂认识[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6

(02):7-10.   

【77】叶祥松.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

,2010(70):20.   

【78】叶祥松.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经济研究参考,1999(95):30-31.   

【79】叶祥松.肇庆市端州区国有中小商业企业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经济研究参考,1998

(16):33-36.   

【80】罗海平,叶祥松.转型经济视阈下中国模式的范式重建与解构[J].江汉论坛,2015(01):26-31. 

【81】叶祥松.现代企业制度呼唤现代企业家[J].江汉论坛,1997(05):55-56.   

【82】叶祥松.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若干对策[J].江汉论坛,1995   

(07):53-56.   

【83】叶祥松.论我国发达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J].江汉论坛,1994(11):34-37.   

【84】叶祥松.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江汉论坛,   

1994(03):16-17+5.   

【85】叶祥松,罗海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析——“农联”模式的集体化之路[J].当代经

济研究,2006(02):49-54+73.   

【86】叶祥松,罗海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模式初探——“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J].农村经

济,2006(01):10-13.   

【87】叶祥松.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J].经济经纬,2004(03):4-6.   

【88】叶祥松.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J].经济经纬,2000(04):15-18.   

【89】吴靖,叶祥松.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44-

49.   

【90】叶祥松.股份制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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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喻卫斌,叶祥松.对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3(01):16-18.   

【92】叶祥松.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基于转轨时期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失

效的特殊原因剖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9-15.   

【93】叶祥松.两种不同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模式比较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

报,2002(04):51-55.   

【94】叶祥松.关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基本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57-62.   

【95】叶祥松.两种不同的国有公司治理模式评析[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02):19-24.   

【96】叶祥松.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行为初探[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1(02):26-

28.   

【97】叶祥松.不同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比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02):1-6.   

【98】叶祥松.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系统分析──兼论“适度增长”模式[J].中南财经大学

学报,1994(06):20-23+111.   

【99】叶祥松.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八大难题[J].中州学刊,2002(04):23-28.   

【100】叶祥松.马克思的经济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J].中州学刊,1999

(04):24-27.   

【101】叶祥松.国有企业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河北学刊,1998   

(06):36-40.   

【102】叶祥松.巴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河北学刊,1996   

(04):18-22.   

【103】叶祥松.论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缺陷[J].求是学刊,2002(04)：

57-60.   

【104】叶祥松.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发利用与转移的建议[J].经济论坛,1995(09):13.   

【105】叶祥松.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近20年学术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8(04):151-157.   

【106】叶祥松.国有股减持的理论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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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291.   

【107】叶祥松.国有企业托管中的误区[J].财经科学,1998(04):30-32.   

【108】叶祥松.巴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财经科学,1996(06):   

68-70.   

【109】叶祥松,杨笠.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步骤与组织机构探微[J].对外经贸实务,1995(06):10-

12.   

【110】黎友焕,叶祥松.改进SA8000认证体系与市场秩序之我见[J].商业时代,2007(12):59-60.   

【111】黎友焕,叶祥松.谈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我国的发展[J].商业时代,2007(07):33-34.   

【112】黎友焕,叶祥松.我国纺织业如何应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J].商业时代,2007(05):33-35.   

【113】王朝辉,叶祥松.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形式——要素链式优化联动机制及其运行功效

[J].文史博览,2013(08):56-58.   

【114】叶祥松,彭良燕.广佛同城化的博弈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26(02):62-67.   

【115】叶祥松,王海燕.广东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02):81-83+96.   

【116】叶祥松,李远礼.泛珠三角制造业结构转型的特点及演进趋势[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

(06):56-59.   

【117】叶祥松.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对策问题研究综述[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04):69-73.   

【118】叶祥松.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障碍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2(04):41-44.   

【119】叶祥松.论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模式[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1（01）:27-33.   

【120】叶祥松.科技进步&middot;市场经济&middot;第三产业[J].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0(03):1-5.   

【121】叶祥松.试论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J].广东商学院学报,1999   

(01):7-13.   

【122】叶祥松.国有企业托管的几个问题[J].广东商学院学报,1999   

(02):11-14.   

【123】叶祥松.论粤港经济运行机制的衔接[J].广东商学院学报,1997   

(02):14-18.   

【124】叶祥松.韩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广东商学院学报，1996(04):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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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王志勇,叶祥松,李飞星.农业企业区位嵌入条件logit模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

(12):103-106.   

【126】叶祥松,吴育苗.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基于广东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J].岭南学刊,2008(01):105-108.   

【127】叶祥松.关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的几个问题[J].岭南学刊,2001(03):35-39.   

【128】叶祥松.论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J].特区经济,2008(04):179-180.   

【129】叶祥松,刘凌娟.广东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J].特区经济,2007(12):37-39.   

【130】叶祥松.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综述[J].改革与战略,2008(04):156-159.   

4.社会服务

【1】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学术期

刊匿名审稿人。

【2】广州市咨询决策专家，广州市越秀区政府顾问，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顾问，2006年受

国务院委托担任上海宝钢股份制改革评审专家。承担国家和地方多项研究课题，并获省部级领导

批示。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为该领域的学术

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兼任世界经济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宏观经济教育学会

副会长、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资本论》研究会

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下一条： 马双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邮编：510006 电话：020-39366825 E-mail：ses@gz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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