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说　明

　　 《世界经济年鉴》创刊于１９７９年，迄今为止已出版３０卷。本卷是２０１４年
改按学科体例以来的第２卷。

编撰世界经济学科年鉴的主旨，在于塑造世界经济学学科品牌：全面展示该

学科的研究成果，增进学科内外的交融，促进世界经济机构和学人的发展，充分

满足本学科一线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等主流读者的需求，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坚

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指出，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

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解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

不高”、“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问题。基于该讲话的精神，２０１５卷主要在
如下三方面有所创新。

其一，新设 “世界经济学”和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板块，同

“全球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世界经

济统计学”、“国际发展经济学”和 “全球经济治理”一起，构成本卷的九大学

科篇。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替代了２０１４卷的 “世界能源”。

其二，新设栏目 “世界经济学特稿”、“最佳论文”、“世界经济学人”、“主

要图书”和 “世界经济学机构 “。

“世界经济学特稿”栏目，主题为世界经济当年形势回顾和来年形势展望。

“最佳论文”栏目，旨在评选和简要展现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学的最佳论文，包
括最佳中文论文和最佳英文论文， “最佳论文”又分为 “十佳 （ＴＯＰ１０）论文”
和其他重要论文。候选论文选自全球顶尖综合性经济学期刊和顶尖专业性经济学

期刊，包括２６份权威中文期刊和１６份权威英文期刊。获选 ＴＯＰ１０的论文，其
“内容简介”和 “作者简介”均在本年鉴内突出展现。“其他重要论文”仅展示

清单。最佳论文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约３２０名理事 （含１５９名常务理事）评选。
关于评选过程的具体细节，参见本卷相关内容的详细说明。

“主要图书”栏目，旨在展示世界经济学本年度出版的重要中文和英文图书。

“世界经济学人”栏目，旨在展示发表世界经济学中文论文和英文论文最活

跃的学者名单，包括发表英文论文最活跃的大陆学者名单。

“世界经济学机构”栏目，包括 “全球的世界经济研究智库” （含 “全球最



佳国际经济政策智库”５０家、“全球最佳国际发展智库”８０家、“全球最佳外交
政策和国际事务智库”８５家、“全球最佳国内经济政策智库”８０家）、“中国的
世界经济研究智库”（含 “教育部所属高校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２５７家、“国务
院及其附属机构 （不含社科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１１５家、社科院系统的世
界经济研究机构”７３家）。

其三，本卷恢复了传统栏目 “统计数据”。同本年鉴以往各卷同一栏目相比，

本卷本栏目的创新主要有二。第一，新设 “国际经济发展统计”，体现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 “五大发展理念”，同传统的 “全球宏观经济统计”、“国际

贸易统计”和 “国际金融统计”一起，构成该栏目的主要内容。此外，“国际贸

易统计”中新增 “贸易增加值”指标，以反映国际组织关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最

新成果。第二，在经济体分类中，首次全面单列 “一带一路”沿线６６个经济体，
同 “全球重要经济体” （以 Ｇ２０为主）并列。这是全球统计出版物中首次如此
处理。

我们已行走在编纂 “学科年鉴”的大路上，尽管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仍待继

续努力，以充分满足世界经济学主流读者的需求。囿于有限的能力和时间，本年

鉴的结构、内容、版式和文风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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