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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发布日期：2020-10-13　　　点击量：313

简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

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国家全球

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电话：65126180 85196063

传真：65126180 65126105。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历：

1979－1983年，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学士；

1983－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经济学硕士；

1988－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经济学博士

工作履历：

1986.8－1997.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

1992.1－1993.1，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1997.10－1999.10，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

1999.10－2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秘书，研究员；

2000.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4－2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2002.12－2007.7，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2007.7—2009.6，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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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2018.9—，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奖励与荣誉：

1995年《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

200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6年被人事部等部委确定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2年被中宣部等部委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

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学术成果：

重要学术论文：

张宇燕，2020，负利率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 第1期

张宇燕，徐秀军，2020，亚洲经济运行的现状、挑战与展望，《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4期

张宇燕，2019，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 第5期

张宇燕，2019，贸易理论的进化与国家间的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期

张宇燕，2019，全球投资安全审查趋紧,国际投资格局面临重构，《国际金融研究》第1期

张宇燕，2018，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与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谢伏瞻，余永定，李扬，张宇燕，高培勇，2018，改革开放40年汇率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经济学动态》第9期

张宇燕，任琳，2018，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张宇燕，2018，跨越“大国赶超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期

张宇燕，牛贺，2017，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张宇燕，2016，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9期

张宇燕，2015，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张宇燕，任琳，2015，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第3期

张宇燕，冯维江，2014，国际制度非中性与新兴经济体的赶超策略分析，《当代金融家》第7期

张宇燕，2013，以国家利益设定中国对外战略，《现代国际关系》第10期

张宇燕，2013，错综复杂 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求是》第3期

张宇燕，2012，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求是》第2期

张宇燕，卢谨，2012，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中的自律管理，《中国金融》第17期

张宇燕，2011，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求是》第3期

张宇燕，2011，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其挑战，《求是》第22期

张宇燕，田丰，2010，2009年的世界经济及对2010年的展望，《求是》第2期

张宇燕，2010，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张宇燕，田丰，2010，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

张宇燕，张静春，2008，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张宇燕，管清友，2007，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 第9期

张宇燕，高程，2007，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美国行为，《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

张宇燕，富景筠，2006，当代美国的腐败——数据、案例与机理，《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张宇燕，高程，2006，阶级分析、产权保护与长期增长——对皮建才博士评论的回应，《经济学》（季刊）第23期

张宇燕，张静春，2006，亚洲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印关系，《当代亚太》第2期



张宇燕，2006，评程伟等著《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世界经济》第2期

张宇燕，富景筠，2005，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

张宇燕，高程，2005，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

第23期

张宇燕，1999，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历史、运作和地位，《世界经济》第10期

张宇燕，1999，美元化:现实、理论及政策含义，《世界经济》第9期

张宇燕，1999，1999年美国大萧条?，《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张宇燕，1998，“奇迹”还是“常规”──评持续增长七年的美国经济，《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

张宇燕，1998，高科技与美国的“新经济”:冲突的见解，《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

张宇燕，1998，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张宇燕，1997，国家主权日趋具有弹性的经济学解释，《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

张宇燕，何帆，1997，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张宇燕，何帆，1996，国有企业的性质(下)，《管理世界》第6期

张宇燕，何帆，1996，国有企业的性质(上)，《管理世界》第5期

张宇燕，1996，世界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

张宇燕，1996，新的世纪将是谁的世纪?，《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张宇燕，1996，透过美国看当今世界──兼评一九九五年国际形势，《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张宇燕，1995，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创建为例，《经济研究》第6期

张宇燕，1993，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经济研究》第4期

张宇燕，1991，经济体制的择优，《管理世界》第1期

张宇燕，1988，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经济改革——《改革与新思维》读后，《管理世界》第6期

张宇燕，1987，瑞典经济学家所著《经济体制》一书评价，《世界经济》第10期

著作：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845千字；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20千字；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26千字；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16年，150千字；

《中国与全球化：北京和莫斯科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76千字；

《美国行为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52千字；

《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65千字；

《键盘上的经济学》，三联书店，2010年，247千字；

《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416千字；

《美国经济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80千字；

《国际经济政治学》（与李增刚合著，第一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530千字；

《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主笔），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500千字；

《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与高程合著，第一作者），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150千字；

《旧邦新命》（与盛洪合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200千字；

《共享繁荣》（与马杰合著，第一作者），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160千字；

《说服自我－经济学杂文集》，三联书店，1997年，130千字；

《经济学与常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2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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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25千字；

主编：

《中国对外开放4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317千字；

《当代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197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07千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03千字；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198千字；

《Boao Forum for Asia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nual Report 201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262千字；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8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186千字；

《Boao Forum for Asia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nual Report 201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192千字；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186千字；

《Boao Forum for Asia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nual Report 201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198千字；

《“一带一路”——中国智库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62千字；

《当代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48千字；

《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49千字；

《中美经济结构与宏观政策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07千字；

《全球智库观点（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80千字；

《全球智库观点（NO.1）：影响全球经济决策的声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94千字；

《中国学者看世界？世界经济卷》，香港和平图书公司，2006年，300千字；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与盛洪共同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200千字；

《西方经济学》（与余永定、郑秉文共同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400千字；

译著：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主持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0千字。

上一条：朱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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