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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概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依托经贸学院，基地主任陈昭教授

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经济贸易学院数

量经济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基地成员包括：刘

巍教授（南开大学博士毕业）、戴艳娟教授（日本法政大

学博士毕业）、林友宏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毕业）、郭

永钦讲师（复旦大学博士毕业）、陈川讲师（南开大学博

士毕业）、林彦樱讲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毕业）、徐芳燕

讲师（暨南大学博士毕业）、周迪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博士毕业）。

中心研究方向包括：“中国近现代计量经济史研究”

和“欧美日近现代计量经济史研究”。前者研究近代以来

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包括：1.近代中国宏观经济数

据估算。这是近代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工作，由于

中国历史资料一向不重视统计数据，多以虚数大略估之，

造成今天研究工作的“瓶颈”。我们先前估算或补足了近

代中国 50 年的 GDP、狭义货币量、消费额等数据，尚有大

量的数据需要估算，如，时间序列的投资额、资本存量、

广义货币、政府购买、财政收支等。2.近代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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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研究。在估算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个层面的宏观经

济运行过程，最终做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研

究。3.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实证与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重

要假设之一是“政府充当守夜人”，而纵观欧美日等国的

近代经济史，政府无一不干预经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以

欧美日等国的经验实证和判断。1887-1936 年的中国政府

无力干预经济，甚至连“守夜人”都不合格。以近代中国

的经验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出实证研究，会有一番新意。后

者研究近代以来的欧美日等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现代经济

学有关理论，主要包括：1.近代以来欧美日宏观经济运行。

主要研究欧美日诸国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到需求约束型经

济的转变过程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宏观

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其中，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低迷是本中心近期研究的

重点。2.对现代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政策效果的实证与分

析。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主题的现代经济学产生于 1936 年，

从理论演化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一直被大多数国家政

府所使用。但是，当今世界经济与凯恩时代已有巨大差异，

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本中心拟从理论产生的历史

源头考察理论框架的“充要条件”，为调控政策提供依据或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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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合影

前排：左一是齐瑞福博士（后）、左二是中心主任陈昭教授、右二是刘巍教授、

右一是戴艳娟教授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是陈川博士、徐芳燕博士、林彦樱博士、林友宏博士、

郭永钦博士、周迪博士、邓颖杰硕士生、黎泳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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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举行建设研讨会

2017年 10月 26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在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南校区院系楼 301室举办了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建设研讨会，出席的专家有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

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生导师李楠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刘愿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张建武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魏作磊教

授，参会人员有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刘巍教授、陈昭教

授、戴艳娟副教授、青年教师林友宏、郭永钦、林彦樱、周迪、

徐芳燕和陈川，以及若干研究生。

会议现场

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心主任陈昭教授主持，

第二阶段由专家组组长陶一桃教授主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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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陈昭教授介绍了与会的各位专家。何传添副校长对参会

的专家表示了感谢，同时表示这几年蓬勃发展的深圳大学和上

海财经大学可为经济贸易学院的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提供非常

好的借鉴，期待与会专家给予基地更多的发展建议，勉励基地

成员多出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科研处潘相宇副处长详细介绍

了校级基地的建设要求和考核制度，并且要求经济贸易学院要

在办公设施、科研活动、评优评奖等方面对中国计量经济史研

究中心予以优先保障。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张建武教授介绍了学

院的发展历史、教研科研业绩和办学特色，并且代表学院表态

将依照科研处要求给予基地全力支持。

何传添副校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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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潘相宇副处长解读科研政策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与会专家们听取了陈昭教授关于中国

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建设的汇报，以及刘巍教授、戴艳娟副教

授关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和“近代中国政府支出数

据估算”的课题论证。专家们从平台建设、发展目标和研究方向

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意见。平台建设方面：专家组高度认可中

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已取得的成就，认为该中心所进行的基

础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但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周期

较长，建议延长考核周期至五年，并加大对中心的资金与政策

支持。发展目标方面：专家组建议中心紧密结合相关的科研评

价体系，以冲击广东省、教育部的基地为目标，实行“小团队、

大平台”、“借力发展”、“开放发展”的路径与理念，积极引进国

内外的知名学者，整合学术、社会资源，实现多渠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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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方面：建议

中心注重现代经济

学理论的研究范式

对近代中国经济解

释的有效性；侧重对

近代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的微观经济基

础研究；注重近代中

国与比较国家的制

度差异；建设近代中国

经济的可视化数据库。

戴艳娟副教授论证课题

刘巍教授论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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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组长陶一桃教授发言

专家组李楠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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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刘愿教授发言

专家组张建武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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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魏作磊教授发言

会议最后，基地负责人陈昭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对与会专

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表示将带领中心人员

不忘初心、踏实科研，争取取得更多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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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

（一）科研成果之项目篇

【01】刘巍，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40年

来广州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发展研究（2017-JD06），研究起止

时间：2017.10-2018.01，资助额度：6万元，主持人，在研。

【02】刘巍，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经济学理论的前

提假设与解释能力——计量经济史视角的研究，研究起止时间：

2018.01-2019.12，主持人，在研。

【03】陈昭，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近代中国 50年货币

供应量的估算与不可控外生机制研究（1887-1936年）

（2016WTSCX030），2017.1-2019.12，资助额度：5万元，主

持人，在研。

【04】陈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专项委托项目：建立统一要素市场推进珠三角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17Z03），2017.6-2017.12，资助额度：5万元，主持人，在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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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陈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

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16ZDA132），2017.1-2020.12，资助

额度：80万元，子课题负责人，在研。

【06】陈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培

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研究

（16JZD018），2016.8-2019.8，资助额度：80万元，子课题负

责人，在研。

【07】陈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技

术溢出空间层级传递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17YJAZH009），2017.6-2019.12，资助额度：10万元，主持

人，在研。

【08】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重点文科基地：中国计量

经济史研究中心，2017.7-2020.7，资助额度：30万元，主持人，

在研。

【09】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践教学(实验类)示范课程：

计量经济学，2017.1-2018.1，资助额度：1万元，主持人，在研。

【10】陈昭，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粤港

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与政策协同研究（2017-JD08），

2017.10-2018.3，资助额度：6万元，主持人，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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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芳燕，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基金：广东

省新型工业化水平的统计测度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GD15YYJ03），2015.10-2018.10，资助额度：3万元，主持

人，在研。

【12】周迪，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广东省贫困县减贫成效的测度、评价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GD17YYJ03），2017.10-2020.12，资助额度：5万元，主持

人，在研。

【13】周迪，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省际碳

排放公平和效率的马太效应比较及其协调视角下的碳减排路径

研究（2017LY55），2017.9-2019.9，主持人，在研。

【14】郭永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清代地丁税

研究（17-18世纪）（17WZS009），2018.01-2020.12，主持人，

在研。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在研纵向项目汇总

项目级别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学校认定）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总计

项目数量 1 1 6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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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之论文篇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年期 刊物级别

1 陈昭
创新空间崛起、创新城市引领与全球

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研究
经济地理

2017（1）：
23-31.

二类 A

2 戴艳娟
中日产业及贸易结构的比较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 skyline方法

国际经贸

探索

2017（6）：
32-50.

二类 B

3 徐芳燕 印度对中国反倾销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
国际经贸

探索

2017（10）：
66-79.

二类 B

4 周迪
我国 R&D公平与效率的马太效应

比较及协调发展
科学学研究

2017（12）：
1832-1840.

二类 A

5 陈昭 《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出版
中国经济史

研究

2017（9）：
86.

二类 A

6 周迪
我国区域公共图书馆公平与效率的

马太效应研究

图书情报

工作

2017（2）：
67-73.

二类 A

7
张弛

陈昭

高技术产业集群外部性效应差异研究——

基于 200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科技

论坛

2017（6）：
53-61.

CSSCI
（三类）

8
欧阳秋珍

陈昭
多维技术进步对中国的技能溢价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学报

2017（2）：
73-80.

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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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成果之专著篇

作者 专著题目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ISBN 号码 专著字数

1 陈昭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9.0简明

操作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7.09 9787300247953 42.3万

2 戴艳娟
中日产业及贸易结构的比较研

究
人民出版社 2017.05 9787010173801 37.1万

3 周迪

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金融

一体化研究——

以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为例

科学出版社 2017.07 9787030521255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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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成果之获奖篇

第三届“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2017）”

获奖论文公告

获奖论文

评奖委员会基于本年度“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年青学者

（副教授或以下职称）提交论文的总体情况，决定评选两篇论

文为二等奖论文，一等奖论文今年空缺。获奖论文（排名不分

先后）分别为：

林友宏：《“瘴气”的阴影：文革时期疟疾大暴发的长期健康

影响》。

以上每篇论文的税前奖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荣誉证书将于

2018年第六届量化历史研究年会上颁发。

【作者介绍】

◎ 林友宏

经济学博士，2016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现

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健康经济学。代表研究包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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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

经验的考察”（《经济研究》）、“‘瘴气’的退却：我国疟疾防治对

母婴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等。

Email: lyhongsu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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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交流

（一）学术交流之团队成员出访篇

刘巍在第四届上财经济史学论坛暨

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做主题报告

2017年 9月 9日-10日，第四届上财经济史学论坛第四届

暨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会

议由中国社科院、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委会等

机构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逾百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1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经济贸易学

院的刘巍教授于 2017年 9月 10日在该论坛上做了名为“贸易条

件学说的有效性分析”的学术报告，主要观点是古典的净贸易条

件学说有其适用的经济环境，即在事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

缺经济”中有效，但在事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订单经济”环境

中基本无效，应深入研究贸易条件学说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

以弥补和完善现有的经济理论。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他们纷纷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中的相关内容与刘巍教授展开了热

烈讨论，学术气氛一度十分浓厚，最终双方都收获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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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樱博士参加“范式与方法

——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

2017年 10月 28日-29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林彦樱

参加了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东南学术杂志社、《中

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范式与方法——首届中国企

业史研究WORKSHOP”。该研讨会历时两天，分“企业史研究的

基本问题——方法与案例”“中国企业史研究专题”“全球企业史

研究的性质与趋势”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汇集了复旦大学

朱荫贵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忠民研究员、南开大学王玉茹

教授、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张丽教授、南京大学李玉教授等 30余位专家学者发表

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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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樱报告的题目是“战后日本小规模零售商的家庭经营

（1955-1985）”，考察的是为何在 1955-1985年这三十年间，日

本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和零售业的革命，但是传统的家庭经营

模式的小规模零售商却一直没有减少这一前期研究没有完全解

决的问题。林彦樱指出，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传统观

点存在着两个“误解”，一个是认为小企业是“多产多死（开业率

和废业率都很高）”，另一个是认为家庭经营是一种脆弱的经营

形态，一旦遇到市场冲击则很容易被淘汰，这些观点都缺乏实

证基础。林彦樱首先利用日本的《商业统计表》对小规模零售

商的开业率和废业率进行估算和比较，得出了小规模零售商并

非传统认为的“多产多死”，相反开业率和废业率都相对较低，

平均寿命相比其他国家或者其他行业的小企业相对较长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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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为何小规模零售商的平均寿命相对较长，林彦樱则利用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公开的职业经历调查的原始数据等数

据和史料，证实了小规模零售商可以通过调整家庭从业者的劳

动时间和就业状态，兼业化和副业化以及业态转换来适应市场

的外部冲击，从而实现长期经营，而这些企业行为正是建立在

家庭经营模式的特点之上的。

点评人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教授指出，林彦樱的报告与日

本经营史学会前会长橘川武郎教授介绍日本企业史研究的报告

相互呼应，体现了日本的企业史研究中，与经济史关系密切，

重视中小企业研究等特点，同时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史料进行的

细致的实证分析，也反映了日本学界细致严谨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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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讨论环节，林彦樱还回答了与会专家关于日本中小

企业研究现状和资料情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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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宏博士出席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并做分论坛报告

2017年 10月 13-15日，我中心林友宏博士出席了于宁夏大

学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并做分论坛报告。本次中国

经济学年会由宁夏大学和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共同主办，宁

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大会汇集了全

国 124所高校、11个科研机构和 21家出版单位的 595名参会代

表，并由美国西北大学经济与金融学 Dean Karlan教授、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经济研究所孟昕教授、哥伦比亚大

学商学院及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以及山

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我中心林友

宏博士在劳动、人口经济学分论坛做了题为“瘴气的阴影：文革

时期疟疾大爆发的长期健康影响”的主题报告。该报告得到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续继老师的点评和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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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艳娟应邀参加第 12 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7年 11月 2日-11月 4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

戴艳娟副教授受世界政治经济协会邀请，在莫斯科大学出席了

第 12 届世界政治经济学论坛，并做了学术报告，题目是：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otal Labor Productivity us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基于世界投入产出

表的中日韩美各产业生产率增长的测算），报告了一种全新的方

法估算中日韩美四国 1990-2010 年间各行业生产率及各行业生

产率的增长率，得出中国全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三国全劳动生

产率的结论，该报告立刻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强烈兴趣，戴老

师和与会专家详细交流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戴艳娟副教授在第 12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论坛上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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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艳娟副教授在论坛上与国际学术专家们交流学术问题

戴老师日本留学 10年，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

博士毕业，在《统计研究》、《经济学季刊》、《财经研究》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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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此次学术会议对于加强中国计量经济

史研究中心与世界政治经济协会及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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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川博士参加“2017 年开放经济与国际经济

研讨会（南京）”

2017年 11 月 25 日，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举办了

润智学术论坛 Seminar，该论坛旨在讨论刚刚出炉的工作论文，

为全国的学术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学

术平台，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开放经济与国际经济”，论坛共

收取了论文约 50篇，入选论文 5篇，选题分别是开放经济条件

下的工业与环保、中国农村经济、全球化趋势和高新科技园区

的海外拓展战略，报告者分别是扬州大学的汤学良博士，湖南

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孟琴，南京江北新区审批局的徐殿文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张超颖，出席者有南京审计大学经济

与贸易学院的院长孙文远教授，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的张欢博士和薛雅老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

究中心、经济贸易学院的陈川博士，此外还有南京审计大学经

济与贸易学院的若干研究生。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孙文远院长首先介绍了南京审计大学经

济与贸易学院的办学情况和科研成就，对参会者们表示了热烈

欢迎，同时希望大家能在学术论坛上通过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而

能有所收获，而接下来的会议全程由张欢博士主持。

第一篇报告是汤学良博士的“节能减碳”政策对中国企业出

口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他认为适度的环境管制政策不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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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中国企业的出口能力，反而能实现环境质量提升和出口增

长的“双赢”结果，与会者们主要从计量方法上对其报告进行了

讨论。第二篇报告是孟琴的对中国农产品流通模式的研究，她

认为要紧扣中国农业

的分工水平来发展农

产品流通模式和中国

农产品应着重发展现

代化的批发市场。与会

者们主要从实证数据

和实证方法上对其文

章进行了讨论。第三篇

报告是徐殿文关于中

国的境外高科技园区

运营模式的探讨，报告

内容包括了目前中国

在海外的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国家政策和运营模式，他认

为可通过“EFC(交钥匙)+F(融资)+O(运营)”的方式来推动项目合

作，采用政府和社会合作（PPT）等多种模式组织前期双向合作

和谈判，借助政策性金融支持，采取产业链推进等方式来发展

中国的境外高科技合作园区。与会者们听了报告以后都表示获

得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中国境外高科技园区的有效信息，并且讨

论了该题目的未来研究方向。第四篇报告是张超颖的关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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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文章，她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非主流，而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在维护全

人类的利益上更是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全球化”，与会者

们主要从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讨论。

整个研讨会持续了约 4个小时，学术思想在会上得到了充分

的交流和碰撞，使得与会者们享受了一场学术盛宴，都表示获

益良多，至此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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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和陈昭应邀参加“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变迁学术研讨会

暨中财大第三次经济史论坛”

2017 年 11 月 24 日-26 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刘

巍教授和陈昭教授应邀去北京参加“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变迁学

术研讨会暨中财大第三次经济史论坛”，该论坛由中央财经大

学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主办，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 706 室召

开主场会议。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陈昭教授担任主场会议主持人

刘 巍 教 授 做 了 题 目 为 “ 近 代 中 国 货 币 乘 数 研 究

（1910-1935）”的学术报告，并点评山西财经大学张宏彦题为

“万里茶路货币与信用问题研究”的学术报告。陈昭教授被委

以重任，主持了本次论坛的主场会议，依次介绍来自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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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伯重教授、复旦大学的吴景平教授、清华大学的陈争平教

授和云南社科院的王文成教授分别发表主题演讲。陈昭教授除

了做主场会议主持人以外，还做了题目为“近代中国若干年度

政府购买时序数据的估算（1903-1936）”的学术报告，并点评

中国社科院蒋清宏题为“试论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效应

（1890-1930）”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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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主持北京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陈争平教授发表

的主题演讲

刘巍教授和陈昭教授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在座者的浓厚兴

趣，他们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两位教授做更全面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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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主持人陈昭教授恰到好处的穿插诗词歌赋于台词中，这

种独到的主持风格引来阵阵掌声，给全体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影响力

再次深入人心。主场会议结束后，刘巍教授和陈昭教授去分会

场和小组专家们做进一步的交流，学术思想更是激烈交锋，问

题得以全面透彻的剖析。

刘巍教授在分组讨论会上与参会专家做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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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教授在分组讨论会上的观点引起各位专家的强烈兴趣

本次学术会议拉近了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与经济史学

术界同仁的距离，进一步巩固了彼此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对于推动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学科建设更稳更快的发展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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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钦参加“第六届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亚洲历史网络

研究年会（ANGIS 2017）”

2017年 11月 24日至 25日，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办了第六

届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亚洲历史网络研究年会（ANGIS

2017），该会议是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研究亚洲区域历史的系

列国际会议，自 2012年起，每年轮流在一座亚洲城市举办，该

次是 ANGIS 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今年主题是“New Stage of

GIS-based Asian Studies”。来自世界十余个国家的 60 多位学者

分 6个议题，14个小组分别展开报告交流，报告内容涵盖专题

历史地理研究、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环境与景观变迁、空间

分析与时空模拟、GIS研发与应用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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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会议

主旨提供一个跨

学科学术交流平

台，亚洲各国研究

者报告各自所进

行的历史地理信

息系统（HGIS）

开发进展和研究

成果，并就 GIS

如何推进社会科

学中相关领域研

究进行深入交流，

探索交叉学科的

研究方法。中国计

量经济史研究中

心郭永钦博士作主题发言报告： “Applying GIS to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Studies:Example of Spatial 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Community Distribution from Historical Survey and

Maps”，该报告旨在探讨在具体微观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应用

GIS技术对历史时期调查报告地图等文献史料进行量化分析，

该报告得到了 ANGIS 创始发起人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水岛司（Tsukasa Mizushima）教授好评。同时也主持了 G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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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tudies分场报告讨论会。期间也与参会学者进行了热

烈讨论，并获益良多。努力增进了跨领域、跨学科的交流与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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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应邀参加“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

经济史沙龙”

2017年 11月 26日， 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了“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

沙龙”，参会者有来自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

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重点大学和科

研机构的经济史方向的方家学者们，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

究中心、经济贸易学

院的刘巍教授应邀

参加了沙龙，做了名

为《刘佛丁先生学术

理念追忆与传承》的

主题发言，并且担任

了大会的专场主持

人。

刘巍教授结合

刘佛丁刘先生对其

在南开攻读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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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期间的言传身教，将先生“用经济理论框架来研究经济史”

的学术理念娓娓道来，他认为刘先生是中国较早倡导使用经济

工具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之一，即结合中国经济的时代环境，

修正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增减经济变量，以更好地考察中国

的诸般经济逻辑，而经济史的最高境界在于修正、补充和发现

经济逻辑。进一步地，刘巍教授从其自身的科研经历出发，认

为近代中国经济可能更适宜用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

论框架。

接下来刘巍教授讲述了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如何秉承

刘先生的学术志愿，坚持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目前主要

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有所得：一是连续 10年坚持出版和向国际国

内的经济史学者们寄送了内刊《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获

得许多好评。二是研究了近代中国经济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

宏观总态势，考察了国际贸易条件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

具体时代环境当中的适用性，凯恩斯的投资函数，并且就上述

问题已经陆续发表了若干论文和专著。

刘巍教授的发言精彩纷呈，引起了在场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双方就如何更好地使用经济理论来剖析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番深

入的讨论，获益良多，许多学者们都表示希望能跟刘巍教授在

将来就此问题能有更多的交流，此次学术交流可谓余音袅袅，

悠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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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迪博士出席 2017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

并做分论坛报告

2017年 11月 24-26日，2017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在广

州隆重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

办，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承办，广东省地理学会、中山

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等单位协办。来自全国近 16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

学者及研究生共 800 余人参加了大会。并由北京师范大学宋长

青研究员、新加坡管理大学 Lily Kong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彦随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张晓玲教授做了

主题演讲。

本次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含摘要）460余篇，设立了“人

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一带一路与政治地理学”、“产业动态与

区域发展”、“文化地理：遗产与节事”、“家的地理学”、“地方认

同与感知”、“旅游地理学新视角与新方法”、“环境与生态”、“乡

村旅游”、“城市内部空间分析”等 40 个专题分会场， 260 多位

与会者作了分会场专题报告，此次会议是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组织举办人文地理学术年会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富有创新活力的学术盛会，充分展示了人文地理学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学科发展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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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宣传海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经济贸易学

院的周迪博士应邀在城市群分论坛做了主题发言报告——《资

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该

报告通过理论模型阐述了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影

响机制，并以长三角城市群 1996~2014年 66县市的数据进行了

实证检验。报告得到了江苏师范大学仇方道教授的点评，并引

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学术气氛一度十分热烈，双方都获

益良多，增进了地理、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思想间的碰撞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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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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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教授在中山大学“食货讲坛”上做主题报告

2017年 12月 4日上午，中山大学举办了“食货讲坛”，邀请

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经济贸易学院

的刘巍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者做了

一组专题报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陈川博士参

加了学术研讨会。

刘巍教授做《近代中国的货币、价格与总产出》的主题报告

刘巍教授的报告主题是《近代中国的货币、价格与总产出》，

他认为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需要强调经济概念和经济

数据的准确性，并且结合其学术经历以货币为例指出近代中国

的宏观货币总量应该是与总产出水平最相关的M1货币层次。

其次，需要考虑到各种物价指数的定义及适用范围，而目前可

用于宏观研究的的近代中国的价格数据主要有南开大学经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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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何廉、方显廷在抗战之前所编制的价格指数和 1997年王

玉茹教授所编制的批发价格指数。再次，他根据经济理论归纳

了总产出与价格、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结合中国计量经

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做了具体说明。最后，刘巍教授勉励

在场的研究生们适当地完善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学等知识结

构，以更好地研究中国经济史。

刘巍教授的报告内容异彩纷呈，主持人黄国信教授的精辟

点评与报告相得益彰，引起了与会者们的强烈共鸣，思想和观

点因此得到了充分的碰撞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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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钦博士参加第一届财税史论坛暨

“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税制变革与财政治理”学术研讨会

2017年 12 月 2 日-3 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一

届财税史论坛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税制变革与财政治理”学术

研讨会。该财税史论坛是由魏文享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近代工商税收研究课题组、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主持的清代国

家财政转型课题组、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主持的清代商税课题

组三校联合发起，与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

部共同主办。与会学者共 60多位，既有来自史学界的财税史研

究学者，也有来自于财经和财税院校的学者，也有来自税收实

务部门的研究者。会议时间集中在 2、3日，各大院校知名专家

学者分为不同专题进行分组讨论，对 35篇论文进行了汇报和点

评，主要围绕了财政制度、国家治理能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

系、各种税类研究、企业税负、城市与税收的关系、税收与金

融的关系、税收与货币的关系、税收中的官商关系、债与税、

费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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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郭永钦

博士作“清代府县裁设与编制经费调整”主题发言，与与会代表

进行了热烈讨论，得到了宝贵的意见，同时在这次大会上，也

参与到对这一新领域的前沿问题的探讨，其间展开了激烈的学

术讨论。该会议即包括对财政转型问题、财政与金融、货币的

关系问题、商税概念问题、税负与税权问题的深入交锋，同时

在研究方法上，计量、历史等跨学科方法也有精彩展现。通过

这次会议，必将推动对着研究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财政转型

与社会转型所经历的历史经验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是中国经

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主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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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陈昭、林友宏应邀参加

“华南师范大学第三届计量经济史研究工作坊”

2017年 12 月 17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大学城

校区文科楼三栋MBA中心501课室举办了“华南师范大学第三

届计量经济史研究工作坊”，参会的学者们分别来自于河南大

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

经济史研究中心的林友宏

博士、陈昭教授和刘巍教

授依次做了主题报告，林

友宏博士同时担任第四分

组的主持人。

林友宏博士报告论文

的题目为《电力基础设施

与农村经济发展》，该论文

考察了我国上世纪 80年代

开展的小水电建设试点项

目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

响，研究发现小水电建设

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用电
林友宏博士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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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农村人均社会产值，并且非农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

汇报结束后,林友宏并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昭教授报告的题目是《1903-1936 年政府采买数据的估

算》，运用丰富的史料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资本存量

的估算数据，利用永续盘存法得到投资额数据，接着根据国民

收入恒等式，在其他数据已知的条件下，计算得到近代中国 34

年的政府采买数据。至此，近代中国近 5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

大部分都被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估算出来。这些数据的估

算对于了解和定量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陈昭教授在作报告

刘巍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大萧条与凯恩斯投资函数》，他认

为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理论，但是其投资函数仍然是古典经

济学的框架体系，并不适用于分析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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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刘巍教授还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和与会者

们就投资函数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讨论。刘巍教授的讲座，是此

次会议唯一一位获得三次掌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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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教授在作报告



52

（二）学术交流之名家来访篇

李楠主讲战争的遗产——太平天国战争

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2017年 10月 27日上午 9时整，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特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

李楠教授在会议室 301开展学术讲座，题目是战争的遗产：太

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出席讲座的有陈昭教授，

张振华副教授，安苑副教授，徐芳燕博士，陈川博士，林友宏

博士，郭永钦博士以及来自各学院的研究生等。其中，陈昭教

授主持本次会议。

李楠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前世与今

生，研究范式，计量经济史与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学之间的

方法论关系，研究的新方向等，讲座内容引发了在座专家和同

学们的深入思考：计量经济史学不仅包括经济学理论阐释，也

包括量化分析研究，近期的研究注重因果关系考察、侧重研究

设计，并与应用微观计量（技术）和发展经济学（问题）关系

密切，新历史计量研究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史研究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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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楠教授进行专题讲座，战争的遗产：太平天国战

争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李楠教授从研究动机、模型设

定、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和实证策略，到稳健性检验—动态面

板数据回归结果都做了详细的剖析与阐释，该讲座不仅回答了

近代工业化如何产生与发展，内在机制如何等问题，而且丰富

了战争对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考察，特别就战争冲击对前工业

化社会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中，徐芳燕博士和郭永钦博士就自己百

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和李楠教授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座老师和同

学们也积极参与讨论。提问交流环节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大

家都表示受益匪浅，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顶级专家面对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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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这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

陈昭教授总结陈词时特别强调了撰写高水平论文需要注意的几

项问题，鼓励大家做科研贵在坚持。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

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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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愿副教授主讲合作化运动、退出权与新中国农业发展

2017年 11月 2日下午 14:30，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特

邀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愿副教授在 301会议室开

展学术讲座，题目是：合作化运动、退出权与新中国农业发展。

本次学术讲座由陈昭教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刘巍教授，徐芳

燕博士，陈川博士，林友宏博士，周迪博士和经贸学院研究生，

座无虚席。

刘愿老师剖析新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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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座无虚席

刘愿老师首先向大家展示了新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演变

过程，按照 1953 之前、1953 年-1958 年、1958 年-1978 年、1978

年以后这四个时间段详细剖析了该问题的学术背景以及典型的

参考文献，分析了不同合作组织特征，理论假说，并阐释了如

何选择变量，以及在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处理方法。后来，刘

愿老师向大家展示了模型设定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实证结果，

在讲解的过程中不断有老师和同学们参与其讨论，学术氛围浓

厚。刘愿老师细腻的研究思路和温和的表达方式引人入胜，在

座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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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教授和陈昭教授出席本次学术会议

在互动环节中，陈昭教授把文章的研究结论应用到现实中，

对在座的研究生谆谆教导，用心良苦。刘巍教授对文章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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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路和文章中

对农业技术进步的

测算方法给予充分

肯定，告诫同学们：

学问没有冷门，用

心做学问，做好了

都会有作用。林友

宏博士对文章中样

本的选择和交互作

用表达了自己的疑

问，和刘愿老师深

入交流后表示认

可。在座的研究生

也频频举手表达自己

的思想，从不同角度

提出问题，刘愿老师一一详细解答。最后陈昭老师总结陈词，

寄希望于年轻人踏实做人，用心做事。

互动环节中学术思想激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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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研究

刘巍主讲贸易条件学说的有效与无效

2017年 9月 28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

研究中心的刘巍教授在南校区教学楼 F207主讲“贸易条件学说

的有效与无效--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假设合并研究”学术讲座。出

席讲座的有袁欣教授、戴艳娟副教授、卢立岩副教授、徐芳燕

博士、陈川博士、林友宏博士以及来自我院研究生，更有商学

院、信息学院的学生慕名前来。

刘巍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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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教授首先向同学们展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刘巍教

授指出，在 19世纪的贸易条件与 1937年的马勒条件、倾销反

倾销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应地，从逻辑

和历史两个方面考察之后，必然得出以下结论：贸易条件作为

一国国际贸易活动绩效、一国国际贸易政策效果的考量指标，

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短缺经济）时代，而在需求约束型

经济（订单经济）时代，贸易条件在宏观层面上失去了解释能

力，不宜再以此衡量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刘巍教

授还总结道“教科书中应该明示其前提假设，而不应再以普适的

假象出现”。刘巍教授在研究目标层面倡导并践行“经济史研究

的最高境界是修正、补充和发现经济学的逻辑关系”之理念，在

操作层面上提出“计量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合并研

究”的思路。

两个小时的讲座，会场上掌声不断，在场学生无不携带笔

记本，对教授的观点进行记录。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来到

教授面前，提出自己的疑问，在面对“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寻找

到经济学内在逻辑”和关于《国际贸易学》教科书中“贸易条件”

和“倾销与反倾销”自相矛盾等问题，教授给出了精彩的回答，

同时，还勉励同学们“学无止境，敢于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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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师生聚精会神的聆听刘巍教授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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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思路（1887-1936）”

研讨会

2017年3月31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在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南校区院系楼 304 室举行了“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

思路（1887-1936）”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心主任刘巍教授做报

告，参会的有中心的陈昭教授，青年教师林友宏博士、林彦樱

博士和陈川博士，硕士研究生吴蓓蓓。

刘巍教授认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态势是供给约束

型，即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供给不足，而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

又以农业为主，因此研究重点为当时的投资量和资本积累状况，

同时还需注意近代中国的人口趋势、耕地面积、储蓄状况和货

币供给，更要结合当时的总需求状况来进行深入探讨。此外，

刘巍教授还梳理了现有的相关文献和数据。

报告结束以后，参会人员就研究内容和文献资料进行了一

番热烈探讨，他们表示该报告为其指明了后续的工作路径，从

而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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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视野中的国际贸易理论”研讨会

2017年 6月 28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在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南校区院系楼 301 室举行了“经济史视野中的国际贸易理

论”研讨会，会议由中心主任陈昭教授主持，参会的有经济贸易

学院的院长张建武教授、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刘巍教授，

青年教师林友宏博士、林彦樱博士和陈川博士，研究生曲迪。

首先张建武院长对于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获得了广外

大校方资助表示了热烈祝贺，并且勉励大家多出高质量的学术

成果。

然后刘巍教授做了学术报告，他认为宏观经济的总态势可分

为供给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而“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的宏观经

济态势下能否适用”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命题，他不仅介绍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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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原有的研究成果，勉励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此问

题进行进一步地研究，还梳理了与此课题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

为研究人员的后续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料基础。

最后中心主任陈昭教授和各位成员一起商讨了中心的内部

管理文件，以厘清中心的绩效管理制度，保障今后工作的顺利

进行，至此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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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艳娟主讲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

中日各产业生产率增长的测算

2017年 11月 23日，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戴艳娟副

教授主讲学术讲座,题目是：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日各产业

生产率增长的测算。会议由中心主任陈昭教授主持，出席会议

的还有刘巍教授，安苑副教授，徐芳燕博士，陈川博士,周迪博

士，郭永钦博士以及各院研究生。

戴艳娟副教授阐述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

中日各产业生产率增长的测算方法

会议主要讨论了戴老师新论文中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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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产业生产率

增长的测算方法，

该方法在戴老师

去莫斯科大学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

时就引起过学术

界的极大关注。此

次参加会议的各

位老师也对该方

法产生浓厚的兴

趣，从不同角度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

并提出了各种建

议，进而拓宽了该

方法的研究思路

和应用领域。

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小型的学术会议对前沿问题的探讨能达

到由点到面，由表及里，深入细致，全面展开的效果，主讲者

和参与者都能获益很多，也因此深受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戴艳娟副教授和各位老师交流学术思想



68

五、中心喜讯

2017 年 12 月 26 日，经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基

地成员戴艳娟副教授获得晋升高一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定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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