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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本人博士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理论问题及中国的劳工、增长与分配等现实问题，曾在国

际主要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十余篇文章。英文文章发表在《剑桥经济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科学与社会》（ Science & Society）、《政治经济学研究》（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等国际期刊。本人担任 SSCI 期刊《竞争与变革》（Competition & Change）编委、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

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人有十余篇中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

《经济学家》、《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经济学评论》、《政治

经济学报》、《当代经济研究》等期刊，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转载。本人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集体）、Emerald 出版社年度“作者贡献奖”等
荣誉。 
 
工作经历和任职 
 

• 2019年 8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 
• 2014年 9月至 2019年 8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理教授 
•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亚洲政治经济学项目副研究员
（Research Associate,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Program,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 《竞争与变革》（Competition & Change）国际编委 
• 《政治经济学评论》责任编辑 
•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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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 
 

• 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 现实问题：有关中国经济的劳工、增长与分配 

 
教育背景 
 
2010-2015: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研究生（Ph.D. in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博士论文: The Labor Share Question in China（《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研究》） 
导师委员会：David Kotz, Deepankar Basu, and Sigrid Schmalzer 
 
2008-201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硕士论文: 《围绕比较优势的争论与中国经验》 
导师：张宇 
 
2004-2008: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本科生 
 
英文发表文章 
 

[1]. Moos, Katherine and Hao Qi. 2022. The State'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 Comparison of the Net Social Wag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92-2017.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accepted. 

[2]. Qi, Hao. 2020.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in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4(3): 607-628. 

[3]. Qi, Hao and David M. Kotz. 2020. 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2(1): 96-114. 

[4]. Qi, Hao and Zhongjin Li. 2019. Putting Precarity Back to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Didi 
Kuaiche Drivers in the City of Nanjing, Chin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DOI: 
10.1177/0486613419859030. 

[5]. Qi, Hao and Zhongjin Li. 2019. Giovanni Arrighi in Beijing: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Supply in Rural China of the Reform Era. Science & Society, 83(3): 327-354. 

[6]. Nogueira, Isabela and Hao Qi. 2019. The State and Domestic Capitalis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Great Compromise to Strained Allianc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1(4): 558-578. 

[7]. Qi, Hao. 2019. Semi-Proletarianization in a Dual Economy: The Case of Chin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1(4): 553-561. 

[8]. Qi, Hao. 2018.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Incentive 
System in China’s State-owned Secto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0(2): 409-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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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i, Hao. 2018. The Historical Peak of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Review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22(1): 1-22. 

[10]. Qi, Hao. 2017. Dynamics of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32: 105-129. 

[11]. Li, Zhongjin and Hao Qi. 2014. Labor Proces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Chin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6(4): 481-488. 

[12]. Qi, Hao. 2014. The Labor Share Ques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65(8): 23-35. 
[13]. Qi, Hao. 2014.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at Tonggang: China’s Workers 

under Socialism, under ‘Reform’, and Today. Aspects in India’s Economy, no.59-60: 71-
85. Reprinted in Gao, Mobo, Dongping Han and Hao Qi. 2015. Remembering Socialist 
China, 1949-1976. SIRD. 

 
中文发表文章  
 

[1]. 齐昊、李钟瑾：平台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21年第 10
期 

[2]. 齐昊：长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剩余利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经济研究》，
2021年第 10期 

[3]. 齐昊、潘忆眉、王小军：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世界经济》，2021年第 6期 

[4]. 齐昊、问严锴：绝对地租的形成机制：理论评析与当代意义，《教学与研究》，
2021年第 4期 

[5]. 卡洛斯·奥亚、弗洛林·薛弗、齐昊：中国企业对非洲就业发展的贡献——基于一项
大规模调查的比较性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 6期 

[6]. 齐昊、大卫·科兹：《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报》，
2020年，第 17卷 

[7]. 齐昊、马梦挺、包倩文：《网约车平台与不稳定劳工——基于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
调查》，《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 3期 

[8]. 齐昊：《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
视角》，《政治经济学报》，2017年，第 10卷 

[9]. 齐昊：《美国式三角陷阱：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中国社会科学
报》，2017年 7月 12日 

[10]. 齐昊、张晨：《国有企业是拖累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导刊》，

2015年第 5期 
[11]. 齐昊：《<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贡献与评价》，《红旗文稿》，2014年
第 17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2]. 李钟瑾、陈瀛、齐昊、许准：《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 3期 
[13]. 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

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 4期 



 4 

[14]. 齐昊：《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非典型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

研究》，2011年第 10期 
[15]. 齐昊：《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政治经

济学评论》，2008年第 1期 
[16]. 齐昊：《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释金融危机的：围绕布伦纳的争论》，《政治

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 3期 
[17]. 齐昊：《国外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美国金融危机》，《教学与研究》，

2009年第 8期 
 
工作论文 
请访问: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Hao_Qi6 
 
担任期刊审稿人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apital & Class, Economic & Political Studies, Growth & Change, Competition & Change, 政治经
济学评论, 社会学评论,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政治经济学报, 社会发展研究, 教学与研究 
 
授课情况 
 

[1]. 政治经济学原理，本科，中国人民大学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 
[3].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 
[4]. 国外政治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5]. 《资本论》导读（与他人合作），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6]. 政治经济学博士生主文献（与他人合作），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7]. 增长与分配，硕博，中国人民大学 

 
获奖情况 
 

[1]. 2021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班主任 
[2]. 2018 教学成果奖（集体） 国家级二等奖 北京市一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特等奖  
[3]. 2018 Emerald出版社年度“作者贡献奖” 
[4]. 2016 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班主任 
[5]. 2013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Barkin Award 
[6]. 2012 《政治经济学评论》学术菁英奖 
[7]. 2010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Graduate Fellowship 
[8]. 2010-2014 中国留学基金委奖学金 

 
国际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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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21 Virtual Meeting 
[2]. 2020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2020 Virtual Meeting 
[3]. 2020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ASSA Annual Meeting (San Diego) 
[4]. 2019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Conference (PERI, UMass Amherst) 
[5]. 2019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ASSA Annual Meeting (Atlanta) 
[6]. 2018 How to Conceptualise Financ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Manifestation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7]. 2018 Japan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Conference (Ritsumeikan University, 

Shiga) 
[8]. 2018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UMass 

Amherst) 
[9]. 2017 Japan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Conference (Chuo University, Tokyo) 
[10]. 2017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Berlin) 
[11].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evelopment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Rio) 
[12].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Roosevelt University, Chicago) 
[13]. 2016 Renmin-Manchester Workshop 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4]. 2014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oston) 
[15]. 2014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ASSA Annual Meeting 

(Philadelphia)  
[16].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Annual Meeting (UMass Amherst) 
[17]. 2011 New School-UMass Graduate Workshop (New School, New Y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