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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林 男，1938年6月3日出生于湖北武昌，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1981年在贝尔格莱德经济研究所进修两年。1961—

1993年先后在厦门大学经济系和国际贸易系任教，1984年起任厦门大学副校长，1989年起兼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现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有多项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等。 

王洛林教授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和金融等．1987年以前，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特别是苏联东

欧经济的研究。1987年以后，转向着重研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外贸易等有关外经贸的课题和宏观经济、金融等国内经济问题。在这

些领域，他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990年以来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lo余

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理论与方法》(1992年)，(提高外贸经济效益的若干对策》(1992年)，《1996中

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外商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估》(1990年)，《苏联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1991年)，《论台湾民间

资本的成长与输出)(1990年)，《论我国外资立法对厦门外商投资的影响》(1992年)和《关于国有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几十问题》(1995

年)等。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比如，由他主持撰写的《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理论与方法》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评价外商投多项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

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 作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等。 

王洛林教授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和金融等．1987年以前，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特别是苏联东

欧经济的研究。1987年以后，转向着重研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外贸易等有关外经贸的课题和宏观经济、金融等国内经济问题。在这

些领域，他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990年以来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lo余

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理论与方法》(1992年)，(提高外贸经济效益的若干对策》(1992年)，《1996中

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外商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估》(1990年)，《苏联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1991年)，《论台湾民间

资本的成长与输出)(1990年)，《论我国外资立法对厦门外商投资的影响》(1992年)和《关于国有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几十问题》(1995

年)等。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比如，由他主持撰写的《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理论与方法》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评价外商投资经济社会效益的理论与方法的专著，有许多全新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填补了

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获1995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书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从中国实际出发，把财政效益和市

场发育效益等全新内容纳入了评价体系之中；第二，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为主线，强调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的客观性；第

三，设计了一套全面评价外商投资经济社会效益的指标体系，填补了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实际部门提供了比较科学的评价手段。

又如，发表于1992年6月20日《光明日报)上的《提高外贸经济效益的若干对策》一文，已明确提出了转换外贸模式的观点，并提出解决外

贸效益差问属的四条办法：(1)强制调整，即对亏损出口企业实行“关、停、并、转”；(2)借力调整，即通过引进外资，建立一批高科

技、高质量、高效益的出口企业；(3)主力调整，即确定出口主导产业，予以扶持，从而带动出口商品结构的全面优化。第四，加抉实施

外贸市场多元化策略，建立全方位、有重点的市场结构。再如，他作为主编之一的《1996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是一本国家

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权威出版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洛林教授目前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的课题任务，具体包括；“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改革”、“马克

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利用外资与中国金融改革”等。这些课题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是国内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它们将分别于1998

年和1999年形成成果。 

除了在科研领域勤奋耕耘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经济学科片工作的副院长，王洛林教授还担任着组织和管理科研工作的重任，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他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研究重点的转变和经济学科的长远发展，在继续发挥社科院原有优势学科作 用的同时，

着重强调一些原先基础薄弱的重要学科的充实和发展，如金融研究、中西部发展研究、国际投资研究等，倡议、支持组建了相应的研究中

心，并亲自指导工作，使社科院在这些重要学科中的研究和咨询能力明显加强。为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加强学术交流，他提倡并亲自主

持了中青年经济论坛，既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也探讨方法论和学科建设问题，为青年学者所称道。 

王洛林教授一贯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不追求轰动效应，不随风倒。他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强调研究成果的

质量。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

了解新动态。在合作课题研究中亲自参加调研和写作，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学风颇收好评。 

自1989年至1995年，王洛林教授指导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专业的7名硕士研究生，1995年起开始指导国际贸易专业的博士生。1984--



1993年为硕士生开设了苏联东欧经济研究和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两门课程。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注重学生科研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

养，积极为学生创造课属研究和调研实习的机会，受到学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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