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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于 1964 年 5 月 19 日正式建立。1981 年，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社科院世

界政治研究所合并，建立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近年来，研究所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科研成果。仅 97、

98两年度就完成约 2000万字，编辑出版期刊 176期约 1200万字。另外，还完成了诸如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中央财经小组等委托研究所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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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63 年批示精神，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于 1964 年 5

月 19日正式建立。1977年在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本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1981 年，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社科院世界政治

研究所合并，建立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历任所长有：姜君辰（代所长）、钱俊瑞、浦

山、李琮、谷源洋。现任所长是余永定。本届所领导班子从 1998年 10月开始工作。世经政

所目前有七个研究室、若干研究中心、五个公开发行的定期学术刊物和一个内部刊物，完备

的职能部门和资料中心，全所约 120人。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强调研究工作为中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加强“理论性、综合性、战略性、现实性”的科学研究，在世

界经济理论、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经济一体化、发展经济

学、环境经济学、世界经济统计与分析、国际政治学、国际战略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

史、世界农业等方面，为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领域广泛，学科交叉性强，既有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也有与

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注重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并举，尤其重视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政

府决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研究所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科研成果。仅 97、98两年度就完成约 2000万字，编辑出

版期刊 176期约 1200万字。一些专著和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了广泛影响。

另外，还完成了诸如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中央财经小组等委托研

究所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在当好政府思想库，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方面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本届所领导班子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工作，研究室的调整和人员的配备均是围绕这一目标进

行。为使研究所在今后五年中确立在相应学科或子学科的全国领先地位，推出相应学科或子

学科的全国知名学科带头人这一任务的完成，各研究室及科研人员已制定出相关的长期发展

规划，研究所之学术领导机构也加强对学科建设工作的协调，以发挥研究所在世界经济和国

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综合优势。研究所今后五年的目标是成为在国内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和在

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研究所。 

学科建设 

自 1999年年初，研究室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原则是以学科为基础，结合现有人员的实际情

况，有所舍弃，有所保留，有所合并，既要体现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科的完整性，也要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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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现有人员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2000 年，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将“发达国家经济

研究室”更名为“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目前，全所共有七个研究室： 

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组织研究室——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研究室——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室——世界经济统计与计量分析、模型与预测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 

国际政治研究室——国际政治学、全球性问题、联合国组织 

国际战略研究室——国际战略格局、发展趋势、大国关系 

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研究室——环境经济、生态农业、世界农业 

为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目标，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从 2000年开始撰写《世

界经济发展报告》。《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将分学科撰写中长期发展趋势，计划每１——２年

出版一部，《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已纳入院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研究工作中。

2000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已完成初稿，现正在修改定稿。 

国际政治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1 年版）是研究所继世界经济黄皮书之后又

一部国际政治与安全年度出版物。2001年本现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世界经济黄皮书》、《国际政治黄皮书》、《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是研究所确定的三个品牌产

品，《世界经济黄皮书》是短期（１——２年）分析与预测，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则是

中长期发展趋势。三项成果相辅相成，推动学科建设。 

对外交流 

近些年研究所为一些国外知名学者、专家授予了名誉研究员的称号，他们是日本著名经济学

家下河边淳教授，韩国社会学家金汉圭教授，日本北海道著名教育家森本正夫教授，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等。与此同时还主办、承办及合办了众多双边及多边的学术讨论

会，如：中韩论坛、中国与俄罗斯军转民经验交流、中印研讨会：21世纪展望、21世纪经

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日本北海道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华人商贸联系的全球研究与

比较研究、两岸关系前景展望等。 

从 2000年始，研究所还定期举办“双月大使论坛”，先后邀请了匈牙利、埃及、日本、古巴、

以色列、意大利等国驻华大使来研究所演讲，与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我们

更好地了解各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打开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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