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研究员科研成果一览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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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计量经济学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世经资料，1980 
西方经济学家评中国的经济改革，世界经济调研，1981 
从 FMD 模型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  ，世界经济，1982 1 
刘国光模型的数学推广，数量与技术经济，1983 6 
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世界经济，1983 11 
世界经济模型与长期预测，(合)世界经济，1985 5 
广西经济发展战略，改革与战略  ，1985 2 
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改革与战略，1985 4 
克莱因，四川出版社 1985 
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场大辩论，国外经文摘要，1986 1 
综观经济学，书评  ，世界经济，1986 5 
关于转形问题，世界经济内参，1986.5 
湖南猪肉价格的微观分析，社通评论，1986 4 
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短论，同上，1986 5 
商业性质概论，译著，商务印书馆，1986 
评陈奇伟的比较利益合国际价值说，世界经济，1986 11 
中国的国际环境合外贸政策，同上 1987 1 
马克思再生产模式的数学推广，数量技术经济，1987 
International Imbalance and coorperation，日本企画行政学会，1987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wards the Year 2000， APDC1987 
1987-1988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研究，1988 4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世界经济，1988 1 
索洛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书)华夏出版社  1988 
世界经济格局(“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中一章)，1988 
合理预期--八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学，译著，金融出版社，1988 
后凯恩思主义货币经济学，译著，社科出版社，1990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wards Year 2000，Working Paper，South Commission ，1988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the Asian-Pacific Economy，1988，IRA Tokyo 
Conference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Sino-ASEAN Economic Relations，论文，书,主执笔)ISAS1989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Working Paper UWE Seriels 1993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of Stabilizaion Policy in China 专著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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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4年西方经济形势，短文，大众日报，1994 12 
1994年西方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报告 10千(交)外交学会 1994 12 
美圆寻踪，世界经济导报，1995 1 
走出隧道尽头的美国经济，世界经济，1995 4 
西方经济学家与经济决策，短论，光明日报，1995 2.4. 
世界通货膨胀，短论，人民日报  ，1995 2 
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求实，1995 6 
1995年前 10个月的经济形势，短文，国际贸易报  ，1995 10 
经济增长方式的若干问题，报告  13千，中央财经小组，1995 6 
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改革，1995 11 
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路，报告，计委宏观研究院，  1995 11 
九十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10千，年报 
关于中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调查报告 
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 中国的国际环境黄皮书， 社科出版社，1996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国际经济评论， 1996， 第一期 
对 1996年美国股市走势的判断，国际经济评论，1996 
美国的债券市场，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四期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世界经济调研，1996 
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第五届东亚经济学会年会论文，1996 
论资本流入的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 
收入分配、金融结构和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1996年第十二期 
国际金融事件的回顾与展望， 国际经济评论，1997 第二期。 
1996-1997年世界金融展望，中国的国际环境黄皮书社科出版社，1997。 
1996年的金融发展，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一期。 
国际金融的五大趋势，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五期。 
中国国际收支的一些战略思考，世经调研， 1997年。 
日本的金融大爆炸，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五期。 
日本金融改革的新动向，要报，1997 
泰国的金融危机极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五期。 
股票市场过热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改革，1997年第四期。 
日本的财政危机，世界经济，1997年第十期。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十期。 
泰国的金融自由化与货币危机，改革，1997年。 
国际金融风险防范, 国家计委，1979年。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Open Market Operations (with Xie Duo),  
HK City University, (Forthcoming) 10000 Words 论文，1997。 
CHINA’S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ONETARY POLICY 
西方经济学，主编，60万字，写作 10余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趋势，研究报告，1997年 6月。六万字。 
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报告，1976年 8月。9万字。 
1997年国际金融形势(黄皮书) 1997-1998  1.5万字 
1997年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刘景竹)(黄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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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主编，1997年。 
“动荡后的发展--1996年国际金融形势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1997 1-2) 
世界金融变革的五大趋势，国际经济评论(1997 3-4)。 
日本金融“大爆炸”的由来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 5-6)。 
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趋势，主持人，社科院重点课题，1997年 6月。 
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1997年 8月。 
股票市场的过快发展与通货膨胀，改革(1997 4)。 
Changes in Monetary Policy and Open Market Operations，香港城市理工编辑的论文集 
(1997)(合作)。 
Chnia’s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onetary Policy，持续快速增
长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 
关于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10)。 
日本的财政改革，世界经济(1997 11)。  
泰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国际经济评论(1997 9-10)。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改革，1997年第 4期  
泰国金融危机与金融改革，改革(1997 6) 
90年代国际金融发展和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经济改革与发展(1997 11)。 
1997年国际金融的重大事件，国际经济评论(1998 1-2) 
1997年的国际金融形势，1997-1998：世界经济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 
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国际经济评论(1998 4-5)(合作)。 
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货币政策新进展“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北海国际研讨会。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阶段，改革志，1998年第 5 期 
泡沫经济与通货收缩，国际金融，1998年第 6期 
日圆贬值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1998年第 8期 
日本的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政策，中国证券报，1998年 8月 21日 
香港特区政府同国际炒家的又一次较量，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 12期 
国际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战略管理，1999年第 2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 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江苏经济》1999年第 4期 
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经济研究，1999年 7月 
中国不能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道路--关于铸币税的几点看法，《金融研究》，1999年第 7期 
执行适度的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1999年中国经济蓝皮书 
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化尝试-亚洲货币基金和亚洲经济合作，国际贸易，1999，第 8期 
1999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99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 3期 
国际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 2期 
欧元启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开放导报，1999年第 5期 
论中国的资本管理，经济研究参考，1999，第 70期 
在动荡中进入新世纪，世界知识，1999，第 7期 
日本的通货收缩，世界经济，1999，第 2期  
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国际经济评论，1999，1-2期 
论经济全球化，要报，1999，11月 21 
中国参加WTO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主编，文献出版社，2000年 
当前全球国际收支结构的不稳定平衡，外汇管理，2001年第 1期 
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1] 本文发表在《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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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0。合作者为李军博士、纪红女士。 
中国的消费函数，《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 
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2000年 12期。 
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2000《金融研究》第 12期 
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 11-12期 
20世纪 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世界经济，2001年 （合作） 
论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春季蓝皮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中国 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1 No.6. 
中国对对外经济的管理，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Repercussions of China’
s Accession to the WTO一书 （Ed. by  K T Lee, KIEP, 2001.） 
日元贬值：“汇率牌”是“救命稻草”吗，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 1月 1日 
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主编，文献出版社，2002 
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外汇管理，2002年第 1期 
日元贬值与中国的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 1-2期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 3月 
美元汇率走势分析，中国证券报，2002年 8月 
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经济研究，2002年第 9期 
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世界经济，2002年 12期。 
《1999-200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同主编之一。 
《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同主编之一。 
《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同主编之一。 
《2002-200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同主编之一。 

学术文章： 

·如何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4年世界经济将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2002-200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 
·美国经济：复苏还是再次负增长？ 
·日本经济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日元对美元汇率走势分析 
·美元贬值是一种必然 
·中国“入世”研究报告 
·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中日经济合作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评析 
·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 
·当前全球国际收支结构的不稳定平衡 
·解开日本经济之谜 
·日本的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政策 
·日元持续贬值的原因及其对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1996年谈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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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谈日元升值 
·日元贬值与中国的对策 
·2002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增速明显减缓的调整期 
·面临衰退威胁的美国经济 
·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90年代的日本经济 
·1999年中国货币政策前瞻 
·中国不能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道路—关于铸币税的几点看法 
·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 
·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 
·On China’s Capital Control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工作论文： 

·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East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since the 1990s 
·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 

评论： 

·投资热要把好效率关 
·评日元贬值 
·2001年 12月 30日答新加坡早报北京特派员周锐鹏 
·简评当前日经指数的上扬和日元的升值 

短论： 

·警惕投资过热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效益下降 

专著： 

《我看世界经济》 
 
http://www.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yuyong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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