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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接受过世界史（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伦敦经济学

院）、世界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专业教育；重点研究非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与相关历史实践，关注中国现代化及海外中国研究。曾

供职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上海海事大学等单位；系首届上海市浦江人才、英国政府“志奋领

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员、商务印书馆“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主编。

著有《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2023年）、《李斯特与赶超发展》（2022年）、《贸易与富强：

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2021年）、《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2014、2008年）。译有《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由贸易思想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维特伯爵：

俄国现代化之父》、《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写给无神论者》、《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

境外文章见于英国《金融时报》、《CBBC贸易评论》、欧盟《欧洲世界》、美国《中国论坛》、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

《中国评论》等报刊；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刊文并获上海市优秀论文奖，有其他论文全文转载于人大《理论经济学》、《世界

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学刊。先后主持“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09BJL008）、“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当代价值

研究”（18BJL002）两项国家一般课题，以及一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批准号：21VMG037）。

发表成果：

1、《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初版；

2、“论保护主义在美国现代化赶超中的作用”，《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年第4期；

3、“论重商主义在荷兰率先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4、“重新发现李斯特——赶超发展理论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 月22日；

5、《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初版；

6、“李斯特学说的重商主义渊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3期，人大《理论经济学》2023年第1期全文转载；

7、“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赶超发展实践查考”，《政治经济学报》2022年第24卷；

8、“李斯特在华120年：与中国同路的赶超发展先驱”，《文汇报》2022年6月15日；

9、“从世界史看中国现代化”，《澎湃新闻》2022年3月13日，收于《以中国为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

年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11月初版；

10、《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译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初版；

11、《自由贸易思想史》（译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初版，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全国60种好书；

12、《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专著），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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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思想拾遗：早年策论及交通征文”，《政治经济学报》2021年第21卷；

1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学说的德国、法国、美国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2期，人大《理论经济学》2021年第11期全文

转载；

15、“在赶超发展视野下重新解读李斯特经济学说”，《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16、“赶超发展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略”，《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9卷；

17、“法兰西帝国的启示：重商主义的大陆强权”，《枪炮、经济与霸权》，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20年7月初版，三联中读音

频节目2019年7月上线发布，韩国2022年10月韩文初版；

18、“从赶超发展角度重新认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报》2019年第17卷；

19、“迪特·森哈斯论李斯特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2期，人大《理论经济学》2020年第4期全文转载，

《新华文摘》2020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0、《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译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初版；

21、“赶超发展战略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回归”，《澎湃新闻》2019年11月1日；

22、“英国顶尖智库最新的中国观”，《海外中国研究回望与前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9月初版，原刊于《中国学季刊》

2015年第6期；

23、“Friedrich List in China’s Quest for Development”, Harald Hegemann, Stephen Seiter, and Eugen Wendler (eds.),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Friedrich List，Routledge, Jan. 2019; SASS Studies：Towards a Better Road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ese Conditions, No. 3, 2020,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4、“兴也帝国体系，衰也帝国体系：论英国现代化的特点”，《澎湃新闻》2017年12月2日；

25、“追念良师罗荣渠先生”，《澎湃新闻》2017年10月21日，收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回首再看罗荣渠》，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初版；

26、《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新版；

27、“重商主义真相探解”，《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人大《理论经济学》201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8、“英国工业现代化的‘爬坡’启示”，《解放日报》2017年2月11日；

29、“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British Welfare System”，China Forum (U.S.A.), Autumn 2016；

30、“从后发展的国际经验观察中国道路”，《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学习出版社2016年10月初版；

31、《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译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初版；

32、“欧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社会观察》2015年第4期；

33、“迪特·森哈斯理论与中国的转型发展”，《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学习出版社2015年4月初版；

34、“后发展学说与中国道路——以迪特·森哈斯的研究为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15年第5期全文转载；

35、“Friedrich List and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China Forum (U.S.A.), Winter 2014；

36、“拥抱李斯特的长远追求”，《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6日；

37、“迪特·森哈斯与后发展之道探寻”，《海派经济学》2014年第3期；

38、《写给无神论者》（译著，英汉对照插图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9月初版；

39、《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专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8月新版；

40、“The Reception of German Economist Friedrich List in Modern China”，《中国学季刊》2014年第8期；

41、“李斯特回归”，《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3日；

42、“论谢尔盖·维特及其后发工业化困境”，《史林》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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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海外关于中国稀土问题的评论”，《中国学季刊》2014年第3期；

44、“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前言”，《海外中国观察2012》, 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

45、“入世十年：繁荣世界的‘坏小子’？”，《海外中国观察2012》, 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

46、“尼古拉斯·拉迪论中国经济”，《海外中国观察2012》,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

47、“谁在炒作中国稀土问题”，《海外中国观察2012》,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

48、“Mercantilism and China’s Economic Rebalancing”，SASS Papers, No. 1, 2014,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49、“世界经济史上的维特伯爵”，《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2日；

50、“How Europe Should View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Europe’s World (Brussels), Autumn 2013；

51、“生动还原西方现代化历程”，《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4日；

52、“沟通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路还很长——访我院世界中国学所执行所长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报》2013年5月6日；

53、《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译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4月初版；

54、《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初版；

55、“论科尔贝及其重商主义实践”，《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56、《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译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8月初版；

57、《写给无神论者》（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5月初版，入选上海书展十大好书；

58、“重商主义与中国经济再平衡”，《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59、“所谓英国现代化‘内源’‘先发’性质商议”，《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人大《世界史》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60、“国际博弈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源流、演变与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0年第3期；

61、“随克鲁格曼反思中国发展战略——对话梅俊杰研究员”，《社会观察》2010年第3期；

62、“保护主义上升态势下的中国应对——从克鲁格曼的批评说起”，《国际关系研究》2010年第1期；

63、“贸易保护乃发达国家富强之道”，《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4日；

64、“问题错综复杂，主义难免苍白”，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2月号；

65、“应当如何回应克鲁格曼”，《联合早报》（新加坡）2010年1月22日；

66、“从马克思的论断看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获第十届（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

二等奖；

67、“论析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双重标准”，《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

68、“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杰：中国要拆解自由贸易的神话”，《东方早报》2009年6月29日；

69、“国际责任始于国内”，《社会科学报》2009年3月5日；

70、“亚当·斯密是英国造神的产物——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新观点”，《新闻晚报》2009年3月1日；

71、“让历史真相拆解自由贸易的神话”，《国际关系研究》2009年第1期；

72、《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专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初版；

73、“自由贸易神话的起源：亚当·斯密真相辨伪”，《史林》2007年第3期，人大《理论经济学》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

74、“中美能源合作的焦点与方向”，《国际关系研究》2007年第3期；

75、“中美能源合作：分歧与对策”，《社会观察》2006年第12期；

76、“矿难与工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7月号，《经济管理文摘》2006年第19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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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译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初版；

78、“美国：政府在医保中的作用”，《社会观察》2006年第4期；

79、“论医疗保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多学科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6年3月初版；

80、“也谈美国的医疗制度”，《东方早报》2006年2月7日；

81、“立足科学发展观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82、“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医疗保障”，《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11月初版；

83、“医疗保障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评论》（香港）2005年第9期；

84、“中美能源角力暗藏合作玄机”，《环球》2005年第14期；

85、“为贫困者提供有效服务：读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社会观察》2005年第7期；

86、“贸易自由化依然困难重重：读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报告”，《社会观察》2004年第8期；

87、“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向区域经济合作体转型”，《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88、“‘新贸易保护主义’何新之有？”，《社会观察》2004年第7期；

89、“出路在于发展公共交通：海外大城市缓解交通问题的经验”，《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

90、“中国为何买高价入场券：读拉迪著《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社会观察》2004年第5期；

91、“与教条和虚伪作斗争：读《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愤懑》”，《社会观察》2004年第4期；

92、“Evolution, Not Revolution”, CBBC Trade Review (London), July-Aug., 2003；

93、“警惕辞书评论界的不良现象”，《辞书研究》2003年第3期；

94、“Time to Treat China As a Normal Na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 9, 2002；

95、“后进国发展理论的先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学说评估》，《学术界》2002年第1期；

96、“9.11恐怖袭击的经济后果”，《浦江同舟》2001年第10期；

97、“美国浦东投资（1990-2000年）分析”，《社会科学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

98、“论德范克主编《ABC汉英词典》的实用性：兼与北外《汉英词典》（修订版）对比”，《汉语词典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7月初版；

99、“小布什政府中东政策透析”，《国际观察》2001年第3期；

100、“从2000年选举看美国的犹太政治势力”，《欧亚观察》2001年第1期；

101、“论德范克主编《汉英词典》的实用性：兼与北外《汉英词典》（修订版）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4期；

102、“浦东的功能性开发”，《勇攀高峰：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研究成果集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

103、“评《汉英词典》修订版的立目、释义、配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2期；

104、“美国经济与美中经贸关系：兰德公司沃尔夫高级顾问访谈录”，《沿海新潮》1998年第5期；

105、“东亚金融危机对浦东外贸的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决策参考》1998年第5期；

106、“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房地产业：南加州大学目良浩一教授访谈录”，《中国土地》1998年第3 期；

107、“评韦氏大学词典第十版的修订”，《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08、“两部汉英词典：比较与借鉴”，《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

109、“东亚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时期”，《浦东综合经济》1998年第2期；

110、“浦东的城乡一体发展”，毛武编著《产业发展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9月出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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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经济：布鲁金斯学会拉迪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 期；

112、“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中国”，《上海金融报》1997 年5月1日，《华商时报》1997 年5月14日摘转；

113、“先别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预测》1997 年第9 期；

114、“浦东新区乡镇工业的发展战略”，《城市经济研究》1996 年第6期；

115、“浦东乡镇工业要跳跃式地发展”，《浦东综合经济》1996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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