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余淼杰学术简历 

 

Email: mjyu@nsd.pku.edu.cn 电话: +86-10-6275-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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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教授（北大破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2014/08起 

客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2015/01-15/06 

客座教授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                                2015/07-15/08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10/08- 14/07 

助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6/09- 10/07 

客座助教授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                        2005/09–06/08 

讲师           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                2005/06 -05/08 

 

教育背景 

经济学博士  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导师:Robert Feenstra）        2005年

经济学硕士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0年  

经济学学士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1997年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公共服务 
 China Economic Journal 副主编 （2014 年起） 

 China Economic Review 编委  （2011 年起）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5 特刊主编 

《国际商务研究》编委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RG）副会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聘项目专家 

财政部国际司特聘财经顾问（2011-2012）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项目特聘专家（2012-2013） 

亚洲发展银行研究院（ADBI）项目特聘专家 

东盟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项目特聘专家 

国家创新论坛 300 人成员 

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EP）校外研究员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0-2013）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理事学会理事 

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首屆理事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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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潮商》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约研究员 

汕头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2010-2015）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员 

国家商务部世界经济数据库项目负责人（2006-2008） 

         第 2-4 届全国浦山中银国际经济学优秀论文评选委员 

    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咨询专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委员 

 

奖励、资助和荣誉 

研究方面： 

1. 全国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著作奖）                              2014 年 

2. 第十八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奖）                      2014 年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 

战略转型究”(14ZDA082) 子课题负责人                             2014 年 

4. 剑桥大学海外访问研究员研究资助（Oversea Visiting Scholarship）  2014 年 

5. 国务院参事室“十三五”重点课题-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2014 年 

6. 北京大学第十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3 年 

7. 第十六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二等奖                2010 年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青年项目(71003010)负责人              2010 年 

9. 日本住友财团 2010 年度研究资助                                   2010 年 

10. 2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20) 子课题负责人             2009 年 

11. 第十五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8 年 

12. 北京大学第十届桐山教育基金研究资助                              2008 年 

13. 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资助                                          2007 年 

14. 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人文研究奖                                    2004 年 

  教学方面： 

15. 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12-2013 年度)                           2013 年 

16. 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资助                                    2011 年 

17.  北京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演示竞赛二等奖                       2010 年 

18. 北京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资助                                 2009 年 

19. 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杰出助教奖                             2005 年 

 

研究成果 

英文论文  

1.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June), pp. 943-988. 

2.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Firm Productivity, and Credit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Bijun Wang, Yuyan Tan, and Yiping Huang),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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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cessing Trade, Export Intensity, and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Wei Tian), Journal of Asia-Pacific Economy, forthcoming. 

4.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f China’s Growing Trade and 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s,” (with Jiandong Ju),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4, 7(2), pp. 165-168. 

5.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Exporters' Profita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with Zhonghua Liang),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4, 

7(2), 214-221. 

6. “Import, Firm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 Complexity,” (with Jin Li),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14, 65(2), pp. 178-19 . 

7. “Democracy and the GATT/WTO Accession Duration,” (with Ka-fu Wong),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8.  “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with Robert Feenstra, Zhiyuan Li),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 

96(4), pp.729-744 . 

9.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rade Protection on Industrial Production,” (with Wei Tia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8(2), pp. 231-253, 2014. 

10.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duct Complexity,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Guangliang Ye and Baozhi Qu), The World Economy, 2013, 

pp. 913-934 . 

11.  "Firm R&D,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earning by Exporting：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Mi Dai), The World Economy, 2013, pp. 1131-1145 . 

12. “Does R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Yuan Decrease Imports to the U.S. from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2, 30(4), pp. 533-547. 

13. “China and India: Trends in Trade over the Last Decade” (with Wei Tian), Journal of 

China and Global Economics 2012 (1), pp. 27-38. 

14. “Trade, Democracy,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1(2), 289-300. 

15.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lectoral Outcome,” CATO Journal, vol. 29(3), 2009, pp. 

523-557. 

16.  “Labor, Demography, and the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9(5), pp. 61-78 (with Yang Yao). 

17. “R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Yuan and Triad Trade: A Gravity Assessment”,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9, 20, pp.655-668. 

18.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Bilateral Direct Investment”, 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7, 2(2), pp. 250-274. 

19. “Trade Politics: A Brief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Business 

Review, 2006, Vol. 5 (5), pp. 1-9.  

20.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fall 2007, Vol. 5(1), pp. 493-499. 

 

中文论文 
21. 《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与李晋合作），《经济研究》，已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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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融资约束是否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

研究》，（与王碧珺、谭语嫣、黄益平合作），《世界经济》，已接受。 

23. 《中国和东盟贸易及产业比较优势研究》（与崔晓敏合作），《国际商务研究》，已接

受。 

24. 《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生产率-对母公司和子公司异质性的考察》(与袁东、李

霖洁合作)，《南开经济研究》，已接受。 

25.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产品决策》(与王雅琦合作)，《金融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9-33 页 

26. 《对《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研究综述》的评论》，《世界经济》，2015 年第 5

期, 第 180-182 页。 

27.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与林毅夫合作），《世界经济文汇》，2015 年第 1

辑， 第 3-35 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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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中华合作)，

《南方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第 1-12 页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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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中

华合作)，《管理世界》，2014 年第 7 期， 第 22-31 页 。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0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30.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与田巍合作), 《世

界经济》，2014 年第 6 期， 第 90-113 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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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梁中华合

作), 《金融研究》，2014 年第 7 期, 第 1-13 页 。 

32.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与王宾骆合作)，《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49-60 页。 

33.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与戴觅、Madura Maitra 合作）, 《经

济学（季刊）》，2014 年，13（2）， 第 675-698 页。 

34. 《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与田巍、姚洋、周羿合作）,《经济研究》, 2013 年 11 月, 

第 87-99 页。 

-该文被评为《经济研究》2013 年度最佳论文，入选收录到天则所 2013 年《中国经济学》。 

-该文获 2014 年第 18 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35.  《生产率、信贷约束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与李

志远合作），《经济研究》,2013 年 6 月，第 85-100 页。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国际贸易研究》全文转载 

36.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与田巍合作），

《管理世界》，2013 年 1 月，第 28-44 页。 

37.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与田巍合作），《中大

管理研究》2012 年，7 卷 2 期, 第 47-65 页。 

38.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与田巍

合作），《经济学(季刊)》，2012 年，11(2)，第 383-408 页。 

39. 《企业出口前研发投入、出口及生产率进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与戴觅

合作）, 《经济学(季刊)》，2011 年，11(1)，第 211-30 页。 

40.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1 年，10(14)，第 1252-1280 页。 

41.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其国会选举结果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报》,2011,第

5 辑，第 115-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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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 

2010(12), 第 97-110 页。 

43.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与姚洋合作）, 《金融研究》，2009(9), 

pp. 1-14.  

44. “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与林毅夫合作）,《经

济研究》，2009(1),pp.42-56.  

45. “贸易全球化和国家民主化”《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 秋/冬季, Vol. 35, pp. 

1-40. 

46. “发展中国家间的民主进步能促进其双边贸易吗？”《经济学季刊》，2008, Vol. 7(4), 

pp. 1167-1190。 
47.  “国际贸易的麦敕勒悖论及其验证”,《经济学季刊》，2008, Vol. 7(2), pp. 621-646. ， 

该文获第 15 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48. “贸易保护和政治竞争”，《经济学报》 (清华大学)， 2008, Vol. 3(1), pp. 149-163. 

 

中英文书的章节 

49.  “Firm Import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PRC”, Chapter 9, in Yiqing Xing (ed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Updating”, ADBI Institute, forthcoming. 

50.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with Justin Lin), in 

Adam Eddy Szirmai (eds.) The Untold Story: Structural Change for poverty reduction: 

The Case of the BR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51.  “China and Ind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with 

Kaliappa Kaliranjan, Yaqi Wang, and Kanhaiya Singh, in Peter Drysdale (eds.) Dealing 

with China and India: South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52.  “Patterns of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ASEAN-China-India Area”, Biswanath Bhattacharyay (eds.), Role of Key Emerging 

Economies–ASEAN, PRC, and India for a Balanced,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Asia, 

ADBI, forthcoming. 
53. “Measure the Energy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pproach”, in Fuji Kimura and Xunpeng Shi (eds.), Deepen Understanding and Moving 

Forward: Energy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karta, Indonesia. 2011, pp. 63-96. 

54.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A Firm-Level Analysis,” (with Wei Tian) in Huw McMay 
and Ligang Song (eds.) 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press, 2012, pp.111-148. 
55. “China’s Foreign Trade, WTO Acc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Vo Tri Tran and 

Shiro Armstrong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si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24-146. 
 

专著、教材、书的章节 

56. 专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该书获 2014 年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 

57. 教材,《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第一

版第 1 次印刷；12 月第 2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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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书的一章, “中国加工贸易：来自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与田巍合作)，《中国再平衡

与可持续性增长》，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59. 书的一章,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贸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影响,” (与张帆合作)，《汇率博

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年，第 92-123 页。 

60. “China’s New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Edited with Yiping Huang, Taylor 

& Francis, 2012. 

61．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v

年 1 月。(该书获 2014 年第 16 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62. 书的一章, “中国外贸三十年”,收于《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变与常》,郑伟硕、罗

金义主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三章，pp. 30-73. 

 

正在审核中的英文论文 

 

1.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or Balancing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A Comparative 

Test (with Guangliang Ye, Wanrong Hou, and Richard Priem), accepted by 2015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2. 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with Mi Dai 

and Madura Maitra) , revised and resubmitted t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Export Intensity and Firm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Fan Zhang and 

Xiaotong Su),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4.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R&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Wei Tian), revised and resubmitted to The World Economy. 

5. “Does Outward FDI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for Emerging Economy MNEs?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Xiamin Liu, Linjie Li, Dong 

Yuan), under review. 

6. “Managerial Efficiency and Produc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Larry Qiu), Under Review. 

7. “Wage Inequalit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ith Chen 

Bo and Zhihao Yu) , Under Review 

8. Trade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 Gravity Approach  
9. Trade Politics: A Heckscher-Ohlin-Downs Framework  
1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Decisions (with Hongbin Cai and Qiao 

Liu) 

11. Economics of the Price Scissor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China (with Justin Lin) 

 

中英文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 

Economic Journal(2),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Journal of Korean Economy, International Game Theory 

Review,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Economic Modeling, 

Economics &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Asian-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China Economic Review,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7 
 

Development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Economic Inquiry 
  

《经济研究》(15)、《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金融研究》、

《南方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等 
 

国际学术学会成员 

    美国经济学学会, 计量经济学学会，美国西部国际经济学学会， 

中国经济学学会，北美华人经济学会，Omicron Delta Epsilon 学会  

 

教学经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双学位本科课程） 

国际金融 （双学位本科课程） 

国际经济学 Workshop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宏观原理 

  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   劳动经济学 

伦敦经济学院-北大夏令营：国际经济学 

 

研究生论文指导 

   (2010年以后指导学生) 

   博士生：戴觅（与海闻合带）、李晋、王雅琦（与姚洋合带）、梁中华、崔晓敏、

智琨（与姚洋合带）、袁东（与张晓波合带）、张睿 

硕士生：周羿（与姚洋合带）、张妍、李宇信、古晓慧、何滔、李乐融、户德月、

王宾骆、苏晓童、万洋坤、王晶、黄杨荔、单敬雯 

   (2010年以前与海闻与汪浩联合指导学生) 

刘丹,章国栋,于扬洁,吴春赞, 黄露,金竹维, 徐莉,陈诚,周晓乐,孙晓熙,李晶,赵

文发,高伟栋, 乔攀, 王惠, 庄腾飞, 祁善斌, 胡晓慧,胡莹, 蒋莹, 李婧,李宗彬 

 

国际会议学术演讲(2010年暑期以后) 

2015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所（ERIA）微观企业生产率研讨会，巴厘岛，2 月 8-9 日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术讲座，4 月 21 日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所（ERIA）全球价值链贸易会议，东京，4 月 24-26 日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学术讲座，4 月 29 日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学术讲座，5 月 13 日 

      中国自贸区和开放新阶段会议， 5 月 15-16 日， 上海 

第三届亚洲智库峰会， 5 月 21-22 日，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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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贸易与投资国际研讨会，6 月 6-7 日，天津 

第十七届 NBER-CCER 年会，6 月 16-19 日，北京 

第一届比较经济学全球峰会，6 月 26-27，罗马 

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讲座，7 月 9 日，东京 

日本学习院大学（Gakushuin University），7 月 17 日，东京 

      比利时鲁文大学中国经济学术研讨会，7 月 24 日 

日本一桥大学 summer institute，8 月 1 日 

日本札幌大学 SWET 学术研讨会，8 月 8 日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讲座，9 月 1 日 

 

2014  日本大学经济系讲座， 2 月 7 日 

      日本京都大学讲座，   2 月 26 日 

亚洲五大经济研究所（AEI-5）学术研讨会，京都， 2 月 28 日 

      第八届实证国际贸易投资研讨会，泰国普吉岛，3 月 19-22 日 

      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讲座， 4 月 3 日 

      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讲座， 4 月 7 日 

      复旦大学 CCES 产业升级会议，4 月 17 日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讲座，4 月 18 日 
   第四届中国贸易与投资研讨会，成都，5 月 18-19 日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座，5 月 21 日 

第十六届 NBER-CCER 会议，北京，6月 26 日 

第八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缅甸内比都，8 月 7-8 日 

ERIA 全球价值链与东南亚贸易会议，新加坡，9 月 4-5 日 

第十届两岸经济研讨会，台北中研院，10 月 16-17 日 

中国-非洲工业发展和减贫会议，埃塞俄比亚，11 月 17-18 日 

ERIA 微观企业生产率研讨会，雅加达，12 月 11-12 日 

第十四届日本贸易和投资国际研讨会，东京一桥大学，12 月 13-14 日 

 

2013    清华大学开放新阶段学术研讨会， 12 月 8 日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讲座， 12 月 6 日 
      外经贸大学学术讲座， 12 月 5 日 
      韩国全球经济研究所 20 周年年会，首尔，10 月 31 日 

英国 Glasgow 大学贸易、生产率与金融国际研讨会，9 月 2-5 日 
             全国国际贸易暑期培训班讲座， 7 月 21 日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学术研讨会，7 月 1-2 日 

第十五届 NBER-CCER 会议，北京，6 月 27-29 日 
亚洲太平洋地区贸易研讨会，南京东南大学，6 月 27-28 日 
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研讨会，北京，6 月 24-26 日 
外经贸与《经济研究》“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学术研讨会，6 月 23 日 
中国经济与金融国际会议（IEFS），上海，6 月 21-22 日 
第三届中国贸易与投资研讨会，杭州，5 月 18-19 日 
西澳大利亚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珀斯，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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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实证国际贸易投资研讨会，泰国曼谷，3 月 6-9 日 
美国经济学年会，圣地亚哥，1 月 3-5 日 

2012 日本神户大学学术讲座，12 月 14 日 

日本横滨大学国际经济学会议，12 月 12-13 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 北京，11 月 11 日 

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北京，10 月 12-15 日 

亚洲发展行研究所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会议，北京，9月 25-26 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会议， 8 月 17 日 

奥地利 BRIC“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国际会议，维也纳，8月 16 日 

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会议，名古屋，7月 14-15 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会议，堪培拉，7月 10-11 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会议，7月 8-9 日 

第十四届 NBER-CCER 会议，北京，6月 24-26 日 

   BREAD-北大光华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北京，6月 20-23 日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学术讲座，6月 11 日 

   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杭州，6月 9-10 日 

   中国经济与金融国际会议（IEFS），天津，6月 2-3 日 

   南开大学国经所学术讲座，6月 1日 

第二届中国贸易与投资研讨会，济南，5月 26-27 日 

上海外贸学院学术演讲，5月 21 日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会议， 5 月 8-9 日 

美联储-芝加哥议会国际会议，5月 2-3 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 月 24 日 

2011   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国际经济学研讨会，北京，12 月 17-18 日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海 财大，12 月 10-11 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1 月 30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11 月 28 日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11 月 2 日 

     全国自科管理学部青年基金中期检查学术交流会，长沙， 10 月 27-28 日 

浙江大学经济系， 10 月 12 日 

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10 月 4 日 

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研讨会、亚洲与 G20 圆桌论坛，堪培拉，8 月 15-20 

    第 22 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东亚经济学论坛，6 月 24-25 日 

    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亚能源一体化国际研讨会，印尼，雅加达，6 月 21 日 

    留美中国经济学年会，北京，6 月 19 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术讲座，6 月 16 日 

    第一届中国贸易与投资研讨会，上海，6 月 11-12 日 

     亚洲发展银行“中印与东盟 10 国发展”国际研讨会，北京，5 月 30-31 日 

    汕头大学商学院，4 月 2 日 

    第五届远东实证贸易投资会议（EITI），东京，庆应大学，3 月 9-11 日 

    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亚能源一体化国际研讨会，印尼，雅加达，3 月 6-8 日 

    亚洲发展银行“中国进入中高级发展中国家经济研讨会”，北京，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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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发展银行“中印与东盟 10 国发展”国际研讨会(I)，东京，1 月 24-25 日 

2010    汕头大学商学院，主题演讲，12 月 12 日 
第三十四届太平洋区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 34），北京，12 月 7-9 日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国际贸易与投资年度会议，旧金山， 12 月 3 日 
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国际学术会议，浙江宁波，11 月 9-10 日 

   日本爱知大学经济学讲座，名古屋，7 月 5 日 
   日本内阁府经济统计署学术讲座， 7 月 2 日 

个人信息： 1976 年出生于广东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