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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学术成果 

（一）重要论文（最重要论文请提供内容提要） 

1. 华民，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选择，《上海证券报》，2009年10月12日 

2. 华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与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9年第20期  

3. 华民，《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选择》被《中国地产》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原文发表于《上海证券

报》，2009年10月12日） 

4. 华民，走出我国经济增长中总量与效率的误区，《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21日 

5. 孙立坚，动物精神驱动股市暴涨暴跌，《社会观察》2009年第9期，《社会观察》2009年第10期 

6. 孙立坚，控制“失血”比“输血”更重要，《中国信用卡》，2009年第9期 

7. 孙立坚，以金融合作开启亚洲发展新起点，《中国外汇》，2009年第19期 

8. 孙立坚，消费金融：中国银行业的软肋，《金融博览》，2009年第19期 

9. 孙立坚，农产品涨价会导致通胀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9月3日 

10. 孙立坚，萨缪尔森的大师风范，《光明日报》，2009-12-22 

11. 孙立坚，迪拜困局”带来的金融风险警示，《解放日报》，2009年12月1日 

12. 孙立坚， “后危机时代”的课题，《解放日报》，2009年10月17日 

13. 孙立坚， “后危机时代”中国更应该“做强金融”，《 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14. 孙立坚，Qualitative change is necessary, 《China Daily》，2009年12月11日 

15. 丁纯，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举措分析，世界经济情况第11期 

16. 沈国兵、刘佳，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实际保护强度，《财贸经济》，2009年第11期第66-

71/60页。 

摘要：基于GP和HL方法，我们提出改进方法测算出1995-200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实际保护强度。研究发

现：（1）GP方法测算的1995-200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地提高，体现出TRIPS协定约束下中国不断完

善立法，已达到较高的名义保护水平。（2）HL方法测算的中国执法力度不断增强，HL修正后的保护水平明显地低

于GP方法下保护水平，揭示出中国国内法制化程度和法律体系完备程度发展相对滞后，但HL方法没有体现出中国

法律环境的波动变化。（3）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和执法水平是影响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改进方法测算的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呈阶段式提高。相比来看，GP方法测算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偏

高，而HL方法修正后的保护水平偏低。中国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受立法程度的影响，而实际保护强

度主要体现了执法力度的成效。本文建议通过法治教育与培训来改善中国保护意识，应细化各执法机构执行职能，

建立融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多维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机制，以期强化执法力度。 

17. 沈国兵，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10期 

18. 沈国兵，知识产权争端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载《第五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奖：获奖论文集》，

中国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编，2009年12月版 

19. 程大中、李晓易、李爽，出口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载于《中国经济60年：道路、模式



与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20. Cheng,Dazhong and Blanchard, Jean-Marc, “Is the Chinese Economy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ertiarization?”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Volume 17, No. 6, Nov.-Dec. 2009 

Abstract: Drawing upon output, employment, consumption, and trade data,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an economic tertiarization trend in China’s economy and evaluates 

the common factors driving current trends. It shows that the tertiarization trend is evident for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most regions in terms of the service nominal value-added ratio and 

service employment and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tertiarization trend is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service real value-added ratio, and there is even some concurrent “de-

tertiarization” because of the decreasing proportion of services in imports and exports. 

Indeed, China’s tertiarization trend is far behind its industrialization trend. The rise in the 

relative prices of services explains the rising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servic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further illuminates why the service real value-added ratio has not grown. The 

main cause for the growing percentage of service employment is the lag in servic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price inelasticity of service demand. “Cost disease” 

has appeared in service consumption.

21. 吴力波，Oil Price Shocks and Their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Energy Economics(SSCI),已接受 

22. 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被《新华文摘》第19期全文转

载（原文发表于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3. 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被人大复印资料《劳动经

济与劳动关系》第5期全文转载（原文发表于2009年《管理世界》第5期） 

24. 刘军梅，CIS转型国家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1995-2007）：数据分析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情况》2009

年第9期                                                 

25. 刘军梅，CIS转型国家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1995-2007）：数据分析与国际比较，《复旦学报》，2009年

第6期 

26. 刘军梅，中俄竞争力比较研究，【俄】新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2009年9月10日印刷) 

（二）内部讨论稿、工作论文 

1. 范剑勇，要素市场分割与产业分布—兼论制造业扩散的时间是否已经到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2. 范剑勇，土地市场、制造业集聚与地区间工资差距—基于Helpman-Krugman模型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世界

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3. 范剑勇，Regional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4. 沈国兵、姚白羽，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贸易为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2009年11月 

二、重要科研项目 

1． 华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08年4月1日立项 

2． 孙立坚，基于产业链国家外汇储备多样化和国际产业资产配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8年9月1日立项 

3． 孙立坚，国际资本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稳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重大研究项目 

4． 孙立坚（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研究系列”(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研究课

题)，2009年7月-12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5． 陈建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重大研究项目 

6． 陈建安，东亚软件行业的国际生产网络，国际合作项目，2008年10月1日立项 

7． 干杏娣，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交通银行总行项目，2008年2月1日立项 



8． 干杏娣，开发性金融支持上海闸北区域发展的规划研究，国家开发银行项目，2008年9月1日立项 

9． 干杏娣，开发性金融支持上海嘉定区域发展的规划研究，国家开发银行项目，2008年9月1日立项 

10． 干杏娣，开发性金融支持上海市区域发展的规划研究，国家开发银行项目，2008年9月1日立项 

11． 尹翔硕，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问题研究，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年10月1日立项 

12． 唐朱昌，世界经济失衡与中国的选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重大研究项目 

13． 庄起善，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世界经济概论教材编写》，批准

号：07MZD005 

14． 丁纯，社保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的国际视野分析，社会保障部与社科院项目，2008年10月1日立项 

15． 丁纯，推进长三角汽车区域整合和专业化发展研究，上海汽车工业教育基金会，2008年10月－2009年3月

1日 

16． 丁纯，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东扩背景下的欧盟市场一体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重大

研究项目，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17． 范剑勇，国际贸易中产业的地理集中与扩散效应研究，教育部项目，2008年6月1日立项 

18． 范剑勇，经济地理、劳动力流动与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子课题”，教育部项目，2008

年6月1日立项 

19． 范剑勇，主持“中国地级城市数据库”，复旦大学985项目数据库项目，2008年3月－2010年1月 

20． 范剑勇，空间外部性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公开征集课题， 2008年10月——

2009年10月（2009年6月已经完成） 

21． 范剑勇，地方保护、地区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编号 2009-39-2，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地区经济

司公开招标项目，2009年9月－2010年2月 

22． 范剑勇，空间集聚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学

者”研究项目，2009年12月-2010年12月，项目编号09SG09 

23． 程大中，上海加快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思考和路径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

2009XAE003，课题起止时间2009年7月-2010年3月。 

24． 程大中，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方法及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70773021，2008年1月-2010年12月 

25． 程大中，基于贸易品-非贸易品分析框架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批准号：2007JJD790118，2008年1月-2010年12月 

26． 程大中，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及其政策涵义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批准号：

2008BJL002， 2008年9月-2009年10月 

27． 程大中，浦东新区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思路与对策研究，浦东新区“十二五”

重大课题（市府决策课题浦东专项），课题起止时间2009年9月-2009年12月 

28． 沈国兵，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重大研

究项目 

29． 沈国兵，TRIPS协定下强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年6月1日立项 

30． 沈国兵，反倾销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数据库，2007-2009，复旦大学985数据库建设项目，项目经费3万

元。 

31． 吴力波，节能减排重大示范工程组织和评价研究，上海市科委项目，2008年6月1日立项 

32． 吴力波，政府用能设备采购管理制度研究，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项目，2008年12月1日立项 

33． 吴力波，石油市场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冲击效应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重大

研究项目 

34． 吴力波，环境变化中的城市责任，上海市世博局项目，2008年6月1日立项 

35． 吴力波，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异质化研究,上海市曙光计划人才项目，项目周期2009年12月-2011年

12月 

36． 吴力波，上海市能源发展与节能，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项目周期2009年10月-2010年3月 

37． 刘军梅，转型经济国家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重大研究项



目 

38． 田素华，外资银行信贷偏好对东道国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上海哲学社科课题，2005年9月1日立项 

39． 田素华，中国外资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及其政策含义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年9月1日立

项 

40． 王健，经济转型评估体系构建及对中东欧10国的检验，教育部项目，2008年9月1日立项 

41． 陈浪南，我国股市波动率的跳跃行为研究，2007－2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0673116） 

42． 陈浪南，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研究，2007－2009，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07BJY167） 

三、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图文并茂） 

1. 华民，2009年9月31日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为省部后备班学员作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学术报告 

2. 华民，2009年10月10日，参加商务部召开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开放战略”专家座谈会 

3. 华民，2009年10月26日，参加外交部召开的“危机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战略”专家咨询会 

4. 华民，2009年11月10日，参加商务部召开的“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工作交流会议”，在会上作“中国对外贸易

的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的主题报告 

5. 华民，2009年11月16日参加上海市市长召开的专家咨询会议 

6. 丁纯，2009年12月26日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的公开报告 

7. 唐朱昌，2009年10月10-11日参加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上海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俄

关系60年：新起点、新议程、新空间”的研讨会，并做题为《中俄经贸合作的反思与合作的新取向》的主旨报告，

提交会议论文《国际货币体系转型和中俄金融合作》 

8. 唐朱昌，2009年11月27日参加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年会“苏联东欧剧变20年：转型和发展”，并做题为

《苏联东欧剧变的若干教训和启示》的主旨报告。 

9. 唐朱昌，2009年12月23-24日参加“2009年中国第二届高峰论坛研讨会”，并做题为《提高政府主导型反洗

钱模式效率的理论思考》的主旨报告 

10. 丁纯，2009年1月在德国柏林参加Bertsmann会议“欧洲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并提交论文“论中国对稳定

的解读”(英语) 

11. 丁纯，2009年11月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参加“当代中国研究系列会议”，并提交论文“中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改革”(英语) 

12. 丁纯，2009年12月9-10日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参加“中国和欧盟：和睦还是冲突”国际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欧洲和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英语) 

13. 丁纯，2009年12月26-27日在厦门参加“国际经贸青年学者论坛”，并提交论文“金融危机中的欧盟;影响,

成因与应对” 

14. 沈国兵，2009年12月11-13日作为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并作分会场论坛发言。  

15. 沈国兵，2009年12月1-2日，作为获奖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由商务部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

高级研讨会暨2009北京国际并购研讨洽谈会” 

16. 程大中，2009年12月19-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十届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年会，并做题为“出口与经济

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的主题发言 

17. 田素华，2009年10月24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并做题为“华尔街金融危机与

美国经济转型”的主题发言 

18. 田素华，2009年19月31日参加复旦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第19届国际会议“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中日经济关

系的新课题”，并做题为“中国的FDI流入及其解释”的主题发言 

19. 罗长远，2009年11月26日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参加现代产业经济学系列讲座第73期题为，做“解析劳动

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比重为何持续下降之谜”的学术报告 



20. 罗长远，2009年11月27日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985基地做“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学术

报告 

21. 何喜有，2009年10月24-27日在上海参加了由复旦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

共同主办的 “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了论文“中韩金融合作模式研究”会议 

22. 何喜有，2009年12月3日在韩国清州市参加了由韩国忠北大学产业经营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

题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tructuring of Corporate and Economy in East A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会上提交及发表题为“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Emerging of Creative 

Industry in China” 的论文 

23. 刘军梅，2009年9月3-4日参加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东西方一体化与发展常设论坛联合举办的《地

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和俄罗斯》，并做了题为“应对金融危机：从比较中看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的

主题发言 

24. 刘军梅，2009年9月28-29日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欧亚论坛：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与上海合

作组织的发展》，并做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及其应对”的主题发言 

25. 刘军梅，2009年10月10日参加由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009年俄罗斯形

势内部研讨会”，并做题为“中俄金融合作的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 

26. 刘军梅，2009年11月6日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教委联合主办的中俄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全球金融危

机中的中俄经贸合作”，并做题为“中俄金融合作：历史、现状及后危机时代的展望”的主题发言  

27. 刘军梅，2009年12月12日参加由南开大学举办的《转型经济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展研讨会》，并做题为“转型

经济学教学实践心得”的主题发言。 

28. 刘军梅，2009年12月23日参加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后危机时代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 

四、特色学术活动 

1. 华民，2009年12月9日就“中国促转变 上海明方向”接受《解放日报》采访 

2. 丁纯，2009年11月28日就“中欧南京峰会”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 

3. 沈国兵，2009年11月10日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奥巴马总统访华可能关注的重要议题”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

访 

4. 何喜有，2009年10月30日就“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恢复原因” 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的电话采访 

5. 何喜有，2009年12月1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主持了题为“解读华为的国际化”的学术沙龙，与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任正非谈华为国际化》的作者程东升先生共同讨论中国典型企业华为的国际扩张与影

响 

6. 何喜有，2009年12月20-21日针对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现地经营问题到江苏省常州、江阴进行调研究，并

与部分韩国企业经营者进行座谈 

五、获奖 

1.范剑勇，2009年11月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 

2.沈国兵，论文《知识产权争端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2009年12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第五届中

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奖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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