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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料 

姓   名 叶子荣 系别 应用经济学系 

职务/职称 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 公共经济、财政税收理论与实务 

学历 博士 政治面貌 民革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yezrong@163.com 

教育背景: 

1997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博士学位。 

社会活动及兼职：  

现任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政协委员兼成都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四川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税务学

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国际税收研究会常务理事。 

工作经历:  

1984年7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并留校任教，主讲财政、税收方面的课程。 

1991年晋升为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考取博士研究生，1997年取得博士学位，1998年晋升为教授。 

2000年12月调入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 

2001年4月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6年评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科学研究：  

（一）文献及获奖情况概述：  

从大学本科期间开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以来，已完成各种科研成果一百八十余项。其中：独立、合作出版专著9本；教材10余本、译著1

本；主持和主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项、省部级课题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其中：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管理

评论》《经济学家》《公共管理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3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转载；科研成果30多项次获奖，

其中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二）代表专著及论文  

[1]叶子荣《税收分配与税制结构研究》Ｍ 成都 西南财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 

[2]叶子荣《企业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Ｍ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叶子荣 财政赤字辨析 [J] 经济学家 1997年第2期 

[4]叶子荣 论税收分配的经济依据 [J]经济学家 1998年第5期 



 

[5]叶子荣 论国债风险 [J]经济学家 2001年第1期 

[6]叶子荣 制度变迁中的财政收支结构不对称问题研究[J]经济学家 2002年第4期 

[7]叶子荣公共财政辨析 [J] 财政研究 1998年第4期 

[8]叶子荣对财政理论的再认识 [J]财政研究 2000年第2期 

[9]叶子荣 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瓦格纳定律的挑战 [J]财政研究2007年第3期 

[10]叶子荣 我国的税收竞争异化与税权制度创新 [J] 税务研究 2007年第2期 

[11]叶子荣 减税呼声中的增值税改革辨析 [J]  税务研究2009年第3期  

[12]叶子荣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历史现状与重构[J]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  财税册》2005第8期全文复印 

[13]叶子荣 改革中央专项补助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  财税册》2005第8期全文复印

[14]叶子荣农业产业化的土地流转制度探索[J]民营经济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 体制改革》2009第九期全文复印 

[15]叶子荣 测度国债规模的理论阐释：[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年第2期 

[16]叶子荣 瓦格纳定律之英国实证检验及其对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启示[J]公共管理学报 2011年第2期 

[17]叶子荣 科技财政与自主创新：基于中国省级DPD模型的实证研究 [J]管理评论 2011年第2期 

[18]叶子荣 地震及经济环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自四川的最新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09年第4期 

[19]叶子荣 金融支持促进了中国的自主创新吗 [J]   财经科学 2011年第3期 

[20]叶子荣《公共经济学》 [ｚ]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主编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1.财政金融政策、市场机制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作用，国家社科基金 3.4万元，99bjy057，1999－2001 主持 

2.个人收入与税收调控体系，国家社科基金，2.9万元，1992－1994主研人员 

3.中西部地区财政扶贫资金短缺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3.2万元，1997－1999主研人员 

4.建设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国家社科基金3.4万元， 1998－2001 主研人员  

5.承接转移产业对反哺四川农业的作用机制，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万元，SC08B35 2009.6－2010.6 主持 

6.大都市近郊县域应急管理研究，省科技厅的项目，3万元 zr0087，2009.－2010.9 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