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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论文发表最多的作者 ＴＯＰ２９

　　

名次 姓名 单位 篇数

１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６

２ 戴翔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６

３ 陈勇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５

４ 陈启斐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４

５ 毛其淋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４

６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４

７ 赵春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４

８ 李晓 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 ４

９ 蔡宏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１０ 东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３

１１ 龚六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３

１２ 韩立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３

１３ 洪俊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３

１４ 蒋殿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３

１５ 蒋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３

１６ 李春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３

１７ 李平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３

１８ 梁中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３

１９ 彭水军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３

１６

 叶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ｙｅｙａｎｇ＠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



续表

名次 姓名 单位 篇数

２０ 施炳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３

２１ 谭小芬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３

２２ 魏浩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２３ 谢建国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３

２４ 谢申祥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３

２５ 许家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 ３

２６ 于津平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３

２７ 翟光宇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３

２８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 ３

２９ 赵增耀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３

第１名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６篇
１）余淼杰、梁中华 （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

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７期。
２）余淼杰、王宾骆 （２０１４）：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国际经济评

论》，第２期。
３）田巍、余淼杰 （２０１４）：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

析”，《世界经济》，第６期。
４）戴觅、余淼杰、ＭａｄｈｕｒａＭａｉｔｒａ（２０１４）：“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

用”，《经济学 （季刊）》，第２期。
５）梁中华、余淼杰 （２０１４）：“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出口企业盈利能力———基于面板数据

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７期。
６）梁中华、余淼杰 （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需求弹性：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

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第１０期。

第２名　　戴翔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６篇
１）戴翔、金碚 （２０１４）：“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经济研究》，

第７期。
２）戴翔、张二震 （２０１４）：“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影响了中国服务出口增长”，《金融研

究》，第１１期。
３）戴翔、张雨、郑江淮 （２０１４）：“外向型发展如何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统计

研究》，第３期。
４）戴翔 （２０１４）：“生产率与中国企业 ‘走出去’：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何不同？”，《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６期。
５）任志成、戴翔 （２０１４）：“产品内分工、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出口竞争力”，《国际

贸易问题》，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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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戴晓芳、郑圆圆、戴翔 （２０１４）：“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如何 ‘崩溃’”，《国际贸易

问题》，第１２期。

第３名　　陈勇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５篇
１）陈勇兵、陈小鸿、曹亮、李兵 （２０１４）：“中国进口需求弹性的估算”，《世界经济》，

第２期。
２）陈勇兵、赵羊、李梦珊 （２０１４）：“纳入产品质量的中国进口贸易利得估算”，《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１２期。
３）陈勇兵、王晓伟、谭桑 （２０１４）：“出口持续时间会促进新市场开拓吗———来自中国

微观产品层面的证据”，《财贸经济》，第６期。
４）陈勇兵、康吉红、李冬阳 （２０１４）：“垄断竞争框架下来自进口的贸易利得：一个文

献综述”，《国际贸易问题》，第６期。
５）周世民、盛月、陈勇兵 （２０１４）： “生产补贴、出口激励与资源错置：微观证据”，

《世界经济》，第１２期。

第４名　　陈启斐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４篇
１）陈启斐、刘志彪 （２０１４）：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３期。
２）陈启斐、刘志彪 （２０１４）：“需求规模与服务业出口：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财贸

经济》，第７期。
３）陈启斐、王晶晶、岳中刚 （２０１４）：“扩大内需战略能否扭转我国服务贸易逆差———

来自我国和２３个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２期。
４）李伟军、陈启斐、李智 （２０１４）：“扩大内需、金融业发展和出口贸易———基于扩展

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８期。

第５名　　毛其淋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４篇
１）毛其淋、盛斌 （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

了出口参与？”，《经济学 （季刊）》，第２期。
２）毛其淋、许家云 （２０１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世界经

济》，第８期。
３）毛其淋、许家云 （２０１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９期。
４）毛其淋、许家云 （２０１４）：“中国外向型 ＦＤＩ对企业职工工资报酬的影响：基于倾向

得分匹配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１１期。

第６名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４篇
１）王孝松、施炳展、谢申祥、赵春明 （２０１４）： “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

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１１期。
２）王孝松、翟光宇、谢申祥 （２０１４）：“中国贸易超调：表现、成因与对策”，《管理世

界》，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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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 （２０１４）：“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探究”，《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１１期。
４）王孝松、翟光宇、谢申祥 （２０１４）：“中国出口增长潜力预测———基于引力模型的若

干情景分析”，《财贸经济》，第２期。

第７名　　赵春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４篇
１）赵春明、李宏兵 （２０１４）： “出口开放、高等教育扩展与学历工资差距”， 《世界经

济》，第５期。
２）王孝松、施炳展、谢申祥、赵春明 （２０１４）： “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

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１１期。
３）陈开军、赵春明 （２０１４）：“贸易开放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动态面板数据

模型的经验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３期。
４）李宏兵、赵春明、蔡宏波 （２０１４）： “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吗”， 《统计研

究》，第６期。

第８名　　李晓　　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　　４篇
１）李晓、李俊久 （２０１４）：“美元体系内的东亚权力转移：性质及前景”，《世界经济与

政治》，第１１期。
２）李晓、周学智 （２０１４）：“美国净对外负债前景与美元汇率调整”，《国际金融研究》，

第２期。
３）李晓、张虎、丁一兵 （２０１４）：“从 ‘安倍经济学’的前景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国际经济评论》，第１期。
４）于震、李晓、丁一兵 （２０１４）：“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８期。

第９名　　蔡宏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３篇
１）蔡宏波、周成华、蒙英华 （２０１４）：“服务进口与工资差距———基于中国服务业企业

数据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１１期。
２）李宏兵、赵春明、蔡宏波 （２０１４）： “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吗”， 《统计研

究》，第６期。
３）刘杜若、张明志、蔡宏波 （２０１４）： “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研

究———来自个体微观调查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５期。

第１０名　　东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篇
１）东艳、张琳 （２０１４）：“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当代

亚太》，第６期。
２）东艳 （２０１４）：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国际经济评论》，第

１期。
３）梁勇、东艳 （２０１４）：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国际经济评论》，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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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名　　龚六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３篇
１）康立、龚六堂 （２０１４）：“金融摩擦、银行净资产与国际经济危机传导———基于多部

门ＤＳＧＥ模型分析”，《经济研究》，第５期。
２）李达、龚六堂 （２０１４）：“进口需求与国内要素间的弹性———贝叶斯估计与实证估计

比较”，《南开经济研究》，第３期。
３）李达、龚六堂 （２０１４）： “住宅市场与高额外汇储备———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１的实证研

究”，《国际贸易问题》，第７期。

第１２名　　韩立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３篇
１）李进、韩立岩 （２０１４）：“香港人民币企业债券发行特征及定价分析”，《国际金融研

究》，第７期。
２）尹力博、韩立岩 （２０１４）：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征研究：程度、来源及渠道”，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７期。
３）曹彩虹、韩立岩 （２０１４）：“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量对环境影响的度量及中美比较”，

《国际贸易问题》，第６期。

第１３名　　洪俊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３篇
１）洪俊杰、刘青、左宗文 （２０１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研究———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综述”，《经济研究》，第１１期。
２）龙晓柏、洪俊杰 （２０１４）：“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省

际效应视角”，《南开经济研究》，第３期。
３）陶攀、刘青、洪俊杰 （２０１４）：“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决定”，《国际贸易问题》，第

４期。

第１４名　　蒋殿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３篇
１）蒋冠宏、蒋殿春 （２０１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出口效应’”，《经济研究》，

第５期。
２）蒋冠宏、蒋殿春 （２０１４）：“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世界

经济》，第９期。
３）张宇、蒋殿春 （２０１４）：“ＦＤＩ、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

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经济学 （季刊）》，第２期。

第１５名　　蒋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３篇
１）蒋为、黄玖立 （２０１４）：“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

究”，《世界经济》，第５期。
２）李坤望、蒋为、宋立刚 （２０１４）：“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

观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３期。
３）蒋为、顾凌骏 （２０１４）：“融资约束、成本异质性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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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名　　李春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篇
１）李春顶 （２０１４）：“国际贸易协定谈判的新发展与新规则”，《金融评论》，第６期。
２）李春顶 （２０１４）：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战略”， 《美国研究》，第

４期。
３）约翰·沃雷、李春顶 （２０１４）： “中国的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 《国际经济评论》，

第３期。

第１７名　　李平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３篇
１）李平、季永宝 （２０１４）：“政策导向转化、要素市场扭曲与 ＦＤＩ技术溢出”，《南开经

济研究》，第６期。
２）李平、田朔、刘廷华 （２０１４）：“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兼论政府的作

用发挥”，《国际贸易问题》，第２期。
３）史青、李平 （２０１４）：“再议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财贸经济》，第１０期。

第１８名　　梁中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３篇
１）梁中华、余淼杰 （２０１４）：“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出口企业盈利能力———基于面板数据

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７期。
２）梁中华、余淼杰 （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需求弹性：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

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第１０期。
３）余淼杰、梁中华 （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

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７期。

第１９名　　彭水军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３篇

１）彭水军、李虹静 （２０１４）：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

究”，《国际贸易问题》，第１０期。
２）张文城、彭水军 （２０１４）： “南北国家的消费侧与生产侧资源环境负荷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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