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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著作 
1.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要』本书是较系统地全面介绍当代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概念、特征、动态、发展的一本集研究成果和教学实

践的著作，主要涉及到九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概述，涉及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的各种定义、特征、方式、组织

表现和管理结构；第二是产业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介绍了这两个领域的相关理论、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

展表现、结构特征，那些典型行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它们在各国家的分布情况；第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状

况，主要是研究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在近年的最新发展态势、特征；第四，相当系统地介绍了跨国公司理论体系

中的一些主导性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第五，

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部分，因为我们介绍了在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方面的一些非主导性理

论、新理论；然后本书进入专题研究范畴，用四章的篇幅分别研究介绍了跨国公司的兼并与收购、跨国公司与技

术转移、跨国公司与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等，这些主要是从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而非社会

经济效应的角度所做的研究，虽然涉及的领域不广，但却有相当的深度。 
  
2. 唐朱昌，《新编公共财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要』本书把引进和介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财政（学）框架的现实结

合起来，努力摆脱中国传统的“国家财政”体制思维和“路径依赖”。强调从避免“缺位”和“越位”，进行必

要的“退位”和“让位”方面，构建中国公共财政框架。本书对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动态演进和发展脉络以

及对中国财政学派有关的不同观点作了分析介绍，对涉及中国财政的若干前沿性问题作了分析，把确保财政安

全，防范公共风险作为教材的基本内容，并对我国目前的公共财政风险的特点、内容、类型、产生的原因作出分

析，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风险的防范机制。 

3. 庄起善主编的《世界经济新论》 于2004年7月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 
『摘要』本书以概论的形式论述战后经济的现状、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全书除前言外共分5篇18章。主要探讨
社会生产力与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全球性

问题、世界经济中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书对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4. 甘当善,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 
『摘要』本书研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最新动态，阐述国内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新经验，力求在研究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的组织结构、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上，有所创新，内容新颖，反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新进展。本书既

探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又归纳实践经验，反映新的经营管理技术和实际做法，研究传统业务管理，又归纳

创新业务管理，反映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变化的全过程。本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资产负债业

务、中间业务、网络银行业务、资本业务的经营管理，以及它们的最新进展和相应的管理方法。本书以一个新视

角把商业银行作为整体，对其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市场营销、商品定价等问题做了一定深度的探

讨。 

5. 张纪康主编, 货币市场经纪——欧洲主导的金融服务业,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 
『摘要』货币市场经纪主要是国际外汇或货币市场上在大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经纪服务的专业服务公司。它

的历史久远，但又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创新不断。本书主要按两个线条展开我们的货币经纪机构研究：第一是传统

的、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仍然相当活跃的货币经纪业，我们依次详细介绍了总部目前皆为欧洲的四大货币经纪公

司，它们都是市场势力颇为强大的、已经呈网络化经营的交易商间经纪公司；第二是近十多年来兴起的、未来将

主导货币经纪业并有望改变或推进未来金融市场组织形式和结构的电子货币经纪业。我们重点介绍了两大电子经

纪——路透和EBS，包括它们的平台、网络、功能、运行、成员、结构，这是我们这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同
时，本书还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货币经纪业的成长、发展，它的市场作用，例如它的流动促进、交易成本结构再

造、市场交易流程的改变等等。作为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介绍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行

政性和市场服务性职能之间的矛盾，也探讨了这一机构的发展、市场贡献和监管贡献，其结构、问题和未来的解

决方案。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货币经纪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并结合我们的课题

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这一行业的著作，因此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

的。 

6. 尹翔硕, APEC的服务贸易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作者 
『摘要』本书是对APEC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的一个尝试。在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服务贸易

总协定的背景下，本书先对APEC范围内的服务贸易进行了一般的回顾，并将APEC的服务贸易与其他区域性组



织进行了比较，指出了APEC服务贸易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本书对APEC主要成员的服务贸易进行分析。

本书用详细的数据资料对APEC各成员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对主要成员在各服务贸易部门的
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研究。本书还专门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问题进行了探讨，重点放在中国入世的服务贸易承诺

与现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也指出了今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7. 邹根宝,《新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 
『摘要』与2000年12月第1版相比，本书作了如下修改：一是调整体系和章节。设上篇为国际贸易，由原来九章
改为八章；下篇为国际金融，由原五章增为六章。二是增加新内容。主要围绕着中国的“入世”承诺、新修改的

对外贸易法、世贸组织多哈发展回合、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和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等，充实相关内容。三是进一步

适应教学的需要。各章增加学习要求、名词解释和思考题，并增加定义性的解释，调整黑体字的内容。 
修改后的新版既全面系统、详略得当，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宽、新、实”的特色。所谓“宽”，是指

信息量大，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所谓“新”，是指内容新，力求反映当

代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新发展，以及“入世”后中国的现状。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力求更新。所谓“实”，是指

紧密联系实际，即紧密结合当前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际，做到书本知识

与实际知识结合。 

8．何喜有,《中国内韩资企业的经营现地化》（韩文），汉城: Jisik Book Press，2004年 6月 

『摘要』 针对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营环境是否走向全球化, 外国企业在中国到底应当按照国际标准还是应当

采取现地化经营策略这一问题, 本书从经营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比较广泛的角度，基于对120家在华韩资企业

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全书共分为4部分12章。各部分分别为：第1部分 绪论：全球化与现地化

统合的现场；第2部分 区域文化与组织；第3部分 经营现地化；第4部分 社会文化的现地化；第5部分 结论：
韩国与中国共生之路。本项研究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资企业不同经营层面上需要实施相应的现地化策

略。这些发现对于在华外资企业尤其是韩资企业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于正在致力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开展

的现地经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发表文章及研究报告 

1. 华民，“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特刊，12000字 
2. 华民，“中国制造是个问题吗？”，《解放日报》2004年3月30日, 3000字 
3. 华民，印度：能否终结中国的独舞《解放日报》，2004-4-6，3000字 
4. 华民，政府要创造一个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上海经济报》，2004年4月8，2500字 
5. 华民，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GDP？《新华文摘》，2004年第七期，8000字 
6. 华民，长三角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民营企业的机会和挑战，《东方大讲坛》，文汇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0000字 
7. 华民，“消除贫困：中国的成就与问题”，《解放日报》2004年5月25日，5500字 
8. 华民，“从‘入世’到‘入市’”，《解放日报》2004年6月14日, 1500字 
9. 华民，“非典”事件的政治经济学思考，载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
月，15000字 
10. 华民，美联储加息中国怎么办，《上海证券报》2004年7月3日，1700字 
11. 华民，消除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瓶颈，《文汇报》2004年7月7日，2500字 
12. 华民，我们需要是么样的教育模式《解放日报》，2004年7月24日，4000字 
13. 华民，Balance the key to economy 《Shanghai daily》,12·Monday 9 August 2004 2000字 
14. 华民，房价上涨能否推动经济增长，《文汇报》2004年9月13日，7000字 
15. 华民,油价上扬是危机还是投机，《上海证券报》，2004年9月18日, 2500字 
16. 华民, 坚持在发展中增长，《解放日报》，2004年9月27日, 2000字 
17. 华民, 国企应坚持怎样的产权改革？《解放日报》,2004年10月10日, 6000字 
18. 华民, 我们应当如何来保护国有资产？《沪港经济》2004年第10期, 3000字 
19. 华民, 控制房产泡沫究竟靠什么《上海证券报》,2004年10月30日 
20. 华民, 房价上涨能否推动经济增长，《新华月报》，2004年第10期，8000字 
21. 华民, 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上海证券报》，2004年11月13日, 2500字 
22. 华民, 房价上涨能否推动经济增长，《上海住宅》，2004年第11期, 8000字 
23. 华民, 再说人民币不能升值，《解放日报》，2004年12月6日 
24. 华民, 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升值, 《环球时报》，2004年12月17日，4000字 
25. 干杏娣， 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比较与上海对策，上海金融学会，研究报告，（8万字） 



26. 甘当善, 美国经济：艰难的回升,《世界经济研究》, 2004年特刊 
27. 甘当善, 人民币汇率生产机制及改进,《经济管理》,2004年第3期 
28. 甘当善,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东亚主导货币选择,《人口与经济》,2004年特 
29. 戴炳然，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几点建议，新华社《世界形势研究》周刊，2004年6月23日，第242期 
30. 陈建安，回升中的日本经济及其结构改革，《世界经济研究》，特刊，2004年3月 
31. 陈建安，东亚自由贸易协定：一盘复杂的棋，《远东经济画报》，2004年第4期 
32. 陈建安，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其局限性，《日本研究集林》，2004年6月 
33. 陈建安,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与政策课题, 《上海综合经济》，2004年9月 
34. 陈建安，日本经济冬去春来？，《新民周刊》，2004年第10期 
35. 陈建安, 选择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浦江纵横》，2004年12月 
36. 陈建安, 日本经济短期走势亮黄灯 ，《每日经济新闻》，2004年12月24日 
37. 尹翔硕，“世界贸易的发展及其特点”，《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特刊 
38. 尹翔硕，“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因素”，《亚太经济》，2004年第1期 
39. 尹翔硕， “APEC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特点”，《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6月) 
40. 尹翔硕, “The Impact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rangement on Regional Trade”，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ume XIX Number 2, Autumn/Winter 2004
41.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世界经济》2004年第3期 
42. 尹翔硕，“问题细分——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不同问题及影响”，《国际贸易》2004年第5期 
43. 尹翔硕，“贸易结构更为重要——中国外贸依存度及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与不对称”，《国际贸易》2004年
第3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1期转载 
44. 张纪康，跨国公司在华出现十大变局＂，《招银财富》，2004年第3期 
45. 张纪康，朱一平等“美、欧、日宏观经济与汇率、利率预测分析”研究报告，2004年8月 
46. 张纪康, 欧美经济状况和汇率、利率趋势中期预测，广东核电集团公司, 研究报告 
47. 张纪康, Calla WIEMER & ZHANG JIkang, Tracking Hot Money Flows Into China，EAI working paper No.211, 
30 September 2004
48. 张纪康, Calla WIEMER & ZHANG Jikang, From Capital Flight To Speculative Influx: The Tidal Shift In 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EAI working paper No.210, 30 September 2004
49. 张纪康, 社会融资结构与新经济企业融资结构：美、欧、日的比较, 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
三缉 
50. 张纪康, 美、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若干角度的比较,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三缉 
51. 唐朱昌，俄罗斯经济：强势背后的软肋，《世界经济研究特刊》，2004年 
52. 唐朱昌，上海房地产市场泡沫分析，《新地产》，2004年第6期 
53. 庄起善,俄罗斯12年经济体制转轨的分析与思考,《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

刊》2004年第9期全文转载, 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5期转载。 
54. 庄起善,外资流入对中东欧五国金融体系作用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9期, 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世

界经济导刊》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 
55. 孙立坚, “新古典主义学派更有说服力吗？”, 《经济观察报》,2004年10月17日 
56. 孙立坚, “Increase long overdue, but at least it's right”,《 Shanghai Daily》, 2004年11月1日 
57. 孙立坚, “汇率调整尚未成熟”, 《解放日报》, 2004年11月8日 
58. 孙立坚, 人民币急升中国金融业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经营报》, 2004年11月28日 
59. 孙立坚, “Revaluation of yuan may damage economy”, 《Shanghai Daily》, 2004年12月3日 
60. 邹根宝，《我国涉外税收优惠的利弊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2004年第2期 
61. 邹根宝，《2003：强势欧元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特刊 
62. 邹根宝，《回顾2003年英国经济:发展相对平稳，前景有望乐观》，《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特刊 
63. 胡荣花，欧盟经济：2003年回顾与2004展望，《欧洲一体化研究》2004年第1期。      
64. 刘军梅，俄罗斯新社会主义评析，海派经济学，2004年1月版 
65. 刘军梅，俄罗斯与欧盟经贸合作的问题与启示，《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2期（季刊） 
66. 刘军梅，“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俄罗斯格拉季耶夫经济思想”,论文集《海派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4年6月版 
67. 朱一平，“风险投资中的固定比例契约”，《人口与经济》，2004年12月 
68. 朱一平，欧央行利率政策选择及其对欧元汇率的影响，ECB’s Interest Rate Policy Cho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Euro Exchange Rate，“Reg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The Experience in Europe and 
Feasibilities in Asia”会议论文 
69. 朱一平，Growth and Openness: Challenges to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Nov., 2004,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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