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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事记 
 
2010.1-2010.5 

 

 潘士远获 “浙江大学十佳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浙江大学“青年岗位能手”是我校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由校团委、校工会

主办，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对优秀青年教职工进行评比的活动，主要表彰在

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青年教职工。

2009 年度评比活动中收到来自全校 21 个部门、单位推荐的候选人共计 33 名。

经校团委、工会统一审核，并组织相关负责人讨论、评选，全校共 10 位青年教

职工获此殊荣，我中心潘士远教授名列其中。 

 

 CRPE 创新团队获首批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文化创新类）

建设资助 

 

经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遴选工作小组选评，并报请省委、省政府同意，由我

校推荐申报的 2个创新团队获浙江省首批人文社科类创新团队建设资助，分别为

史晋川教授为团队带头人的“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创新团队”和黄祖辉教授为团

队带头人的“现代农业与农村发展创新团队”。据悉，浙江省首批文化创新团队

遴选数量为 15 个，管理周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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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PE 研究成果获省突出学术贡献奖 

 

 2010 年 5 月 4 日，浙江省社科联在杭州之江饭店隆重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

会暨第十五次社科优秀成果表彰大会，省领导赵洪祝、吕祖善、周国富、李强、

茅临生、金德水等出席开幕式。省委书记赵洪祝发表了重要讲话，省长吕祖善做

了专题经济形势报告。会议隆重表彰了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获得者。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修订版）荣获“浙江省突出学

术贡献奖”，浙江省领导赵洪祝、吕祖善等同志亲自为获奖者颁奖，专著作者之

一赵伟教授作为作者代表出席颁奖大会并从吕祖善省长手中接过奖牌。 

 “温州模式”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 CRPE 学者

们长期关注并进行跟踪研究的一个重点。2002 年，CRPE 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大课题“温州模式研究”，开始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和民营经济成长历程进行

系统的研究总结和理论概括。本项研究致力于在深入剖析现象、案例的基础上，

把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推进到理论内核和发展逻辑的高度。把温州区域制度变迁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概括为，“两化”推“两化”。具体表述为：微观经济主体的 

“民营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推动了资源配置在产业间转移的“工

业化”和资源配置在空间集聚的“城市化”。该项研究在理论挖掘深度和研究视

角等方面均取得了创新成果，从而为温州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权威的理论

诠释。 

该研究成果出版以来，已先后获得过“浙江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2003 年）、“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优秀成果奖”（2006

年）和“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 年）。 

 

 CRPE 学术论文被 SSCI 收录 

  CRPE 研究人员宋华盛博士的学术论文“NETWORK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MONG HETEROGENEOUS COUNTRIES”近期发表在国际刊物（SSCI 收录）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Volume 12, Issue 3 (p 471-500),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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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科研项目立项 

 

1、曹正汉，“佛山市体制机制优势评估与再造研究”，佛山市发改局，项目

起止时间 2010.03-2010.06。 

 

2、赵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经验比较及对我省的启示”，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项目起止时间 2010.01-2010.12。 

 

3、金祥荣，“湖州市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9-2020）”，

湖州市委人才办，项目起止时间 2010.01-2010.12。 

 

4、张自斌，“中国省级节能减排潜力分析与能源利用效率研究”，浙江省教

育厅，项目起止时间 2009.12-2011.12。 

 

5、肖文，“浙江民营企业入岛投资研究”，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项

目起止时间 2010.04-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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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论文 

 

1、宋华盛：“NETWORK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MONG HETEROGENEOUS 

COUNTR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Volume 12, Issue 3 (p 

471-500), June 2010。 

2、陈凌等：“华人家族企业如何基业长青？——第五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

长’国际研讨会侧记”，管理世界，2010 年第 1期。 

3、蒋岳祥等：“On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hina's ETF Market”，Chinese 

Economy，2009 年 12 月 1 日。 

4、黄先海：“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文献述评与新的分析框架”，浙江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期。 

5、史晋川等：“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 1期。 

6、赵伟等：“ODI 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0 年 1 期。 

7、罗德明等：“金融契约与民间金融市场的局部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2010 年 2 期。 

8、史晋川：“浙江‘十二五’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浙江经济，201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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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9、史晋川等：“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科层化问题分析”，水利学报，2010 年

第 2期。 

10、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浙江日报（理论视野），2010 年

5 月 3 日。 

11、史晋川：“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待创新观念”，文汇报（论苑），2010 年

1 月 3 日。 

12、史晋川：“发展民营经济要创新观念”，山西日报（创业周刊），2010 年

1 月 5 日。 

13、曹正汉：“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的民营化改革”，农村工作通讯，2010

年第 01 期。 

14、赵伟：“中国城市化:一些基础而现实的论题”，浙江经济，2010年第01期。 

15、赵伟：“2010年经济:已知的及可以预期的”，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 

16、赵伟等：“从‘中等发达’向‘发达’转型”，浙江经济，2010年第4期。 

17、赵伟：“刺激‘后遗症’将在年内显现”，大经贸，2010 年第 21 期。 

18、赵伟：“大学-经济学-中国经济:从理论到现实的一种思考”，社科纵横，

2010 年第 3期。 

19、陈凌等：“人力资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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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举办和出席会议 

 

 史晋川教授参加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 

2010 年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

于 1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

的 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

夫、麦克法登、梅尔森和厉以宁、高

尚全等 45 位中国经济学家参加了会

议。经济学家们围绕“全球智慧·对话

复苏”的主题，探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浙江大学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为演讲嘉宾在年会的“经

济泡沫与风险”主题论坛上发言。 

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从 2010

年起将于每年年初举办，邀请国内外著

名经济学家，共同讨论世界和中国经济

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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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祥荣教授、汪炜教授等出席“2010 香港·浙江周——

民营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高峰论坛”  

 

2010 年新年伊始，由浙江省委、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2010 香港·浙江周——民

营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高峰论坛” 于 1月

13 日在香港隆重举行。浙江省委书记赵洪

祝，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强，香港基本

立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女士，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成

员梁振英先生等政府领导，以及马云、楼忠福、郭广昌、沈国军、冯亚丽、周晓

光、王振滔、庞青年、凌兰芳等一大批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家参加会议。浙江大学

吴朝晖副校长、CRPE 执行主任长金祥荣教授、CRPE 副主任汪炜教授等应邀出席

了此次盛会。 

2010 香港·浙江周“民营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高峰论坛”一个重要内容是

为“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首期培训班”举行开班典礼。由浙江大学与香港理

工大学联合举办的“浙江省小额贷款经营管理培训班”成为了浙江民企提升国际

竞争力 2010 年浙江第一班。浙江大学吴朝晖副校长和香港理工大学吕新荣副校

长共同为“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首期培训班”揭牌举行了开班仪式。同时，

浙江大学吴朝晖副校长代表浙江大学与华润集团共同签署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2010 香港·浙江周“民营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高峰论坛”首次发布了《浙江

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报告》，该报告由浙江

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和浙江省工

商局、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研究会联合研究

发布。该报告从：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

的特征分析、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测

度分析、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劣势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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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趋势与提升战略、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指

标体系等多方面阐述了浙江民企国际化发展的态势。报告的发布受到广泛关注和

热烈反响。 

 

         

 

 

 CRPE 召开 2010 年工作会议 

 

2010 年 4 月 11 日下午，浙江大学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CRPE）2010 年工作会议在

金溪山庄 2号会议室举行。会议由 CRPE 副

主任汪炜教授主持，CRPE 理事长张浚生教

授到会并致辞，CRPE 秘书长朱希伟就 CRPE

的“985”二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汇报了 2010 年工作要点，CRPE 教育培训中心田伟

刚主任也对培训中心 2009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0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

汇报。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则就“CRPE985 项目研究方向的凝练”问题和

“CRPE 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问题组织全体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最后 CRPE 主

任史晋川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张浚生理事长在致辞中首先对 CRPE 在

过去5年内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赞扬，认为 CRPE 已成为民营经济研究

领域的一个好品牌，同时，理事长结合当前

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 CRPE 今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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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提出了三点希望和建议：第一，CRPE 的

研究工作如何为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

贡献；第二，对新出现的民企收购世界名牌企

业、民企收购国企等新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其

可能出现问题；第三，要研究民营企业家的社

会责任和道德问题。 

会上讨论的要点有：关于 CRPE 的国际化发展问题，认为除了要继续做好学

术互访、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争取学术成果国际发表等之外，应着手建立与国际

上相应学科顶级学术机构的紧密合作研究伙伴关系；关于 CRPE 的学科支撑和建

设问题，认为应该与学院以及兄弟基地增进有机结合，探寻有效的建设机制；关

于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问题，认为不仅要激励引进优秀人才，更要有激励培养优

秀人才和留住优秀人才；关于研究方向的凝练和研究队伍的整合问题，认为目前

的两个研究方向整合的两个研究团队，研究特色和优势突出，一个强在实证研究，

一个强于规范研究，前者应做好“立地”工作，研究成果争取在国内权威和一级

刊物发表，并做好政策咨询服务工作，后

者应着重做好“顶天”工作，研究成果争

取国际高级别学术刊物发表，把 CRPE 的

影响扩展到国际层面；关于 CRPE 研究资

源的配置，认为应统筹配置资源，避免重

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史晋川教授等参加中央调研组座谈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由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同志为组长的中央调研组赴浙

江就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工作。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主持

了中央调研组在杭州召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座谈会，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

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

副院长郁建兴教授等专家学者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企业家共 9人参加

了座谈会，并围绕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发展主题与发展主线，重大发展任务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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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等问题作了发言。谢旭人部长和赵洪祝书记对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发言予

以充分的肯定。  

 

 2010 年“恒逸学术论坛”（春季）圆满成功 

 

2010 年 4 月 30 日，由浙江大学恒逸

基金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

局和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浙

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浙江大学

“恒逸学术论坛(春季)”在开元萧山宾馆

如期举办，参加此次论坛的有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萧山区政

府领导、各机关单位负责人；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企业总裁等共 350 余人出

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薛丽莉主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史晋川教授为学员们

做《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转型升级》的主题讲座。史教授从“后

危机时代”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环境着手，通过对历年来国内国际经济状况的研究

分析，解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走势与短期态势，解读政策动向，同时对浙

江省的区域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演讲。通过对一些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

业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后危机时代的企业转型策略，为广大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准

确把握经济形势、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会后，学员们纷纷表

示史教授学识渊博，尤其在经济领域研究

的权威性给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的企业

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通过此次讲座，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向的

认识更加明朗，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也方

向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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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蔡洪滨教授为 CRPE 师生举办系列讲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蔡洪滨教授于 3

月11日-3月13日为CRPE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开设了4场次的系列学术讲座，

主题包括：

Microinsurance,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

ed Field Experiment；

China's Land Market Auctions: Evidence of Corruption；

Family Ties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林苍祥教授访问 CRPE 

2010 年 4 月 27 日下午，美国 Boston 大学金融学博士、台湾淡江大学财务

金融学系林苍祥教授应邀莅临 CRPE 访问交流，并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为 CRPE

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做题为：“What Causes Herding: Information Cascade 

or Search Cost?” 的讲座。 

林教授曾任淡江大学财务系系主任，现任淡江大学两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台湾财务工程学会理事长，兼任台湾金融研训院咨询委员、台湾证劵交易所董事、

台湾期货交易所董事和监察人、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宝来金融集团)董事。曾获

北京市政府教委会首届(2007)台湾高校杰出财经教授奖，台湾中山大学财经实务

及理论国际研讨会(2005，2007)杰出研究奖，美国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 

1995 杰出博士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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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第 114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1 月 8 日 

报告题目：The Pigovian Approach to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Long-term 

Relationships 

报告人：张文章（上海财经大学） 

 

 第 115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4 月 16 日 

报告题目：Corporate Governance, Investor Attention and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报告人：李灿林（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第 116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4 月 26 日 

报告题目：FDI or Outsourcing: Do we have free trade? 

报告人：殷晓鹏（对外经贸大学） 

 

 第 117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5 日 

报告题目： Partial Memories, Inductively Derived View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Behavior 

报告人：Mamoru Kaneko（日本筑波大学） 

 第 118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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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Loss Leading, Exploitation, and Retailer Seller Power 

报告人：陈志俊（浙江大学） 

 

 第 119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13 日 

报告题目：Tying in Two-Sided Markets 

报告人： 李婷（上海复旦大学） 

 

 第 120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24 日 

报告题目：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报告人：王勇（香港科技大学） 

 

 第 121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26 日 

报告题目： Growing Like China 

报告人：宋铮（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第 122 期 

报告时间：2010 年 5 月 28 日 

报告题目： Merger Control under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ctions and 

Challenges 

报告人：林平（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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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 
 
 
 

                                                                       

史晋川教授谈房地产市场发展——转型！转型！ 

《钱江晚报》2009 年 12 月 30 日 A22 版 

 

杭州房价高，并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的。至少在 2025 年前，中国房价整

体上将是上涨趋势，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现在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必然

导致住房需求很大，现在是全中国的房价都在涨，这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的一个必然趋势。 

  其次，目前中国人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之前以“吃、住”两大

消费重点逐渐过渡到“住、行”两大重点，这个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预计到

2020~2025 年左右才会趋于平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 2000 年后，中国的住房开始真正商品化、市场

化，如今正达到一个高峰。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的人都在买房，五个年代的人对住房的需求集中释放，

房价很难在短时间内刹车。其实这样的市场是有点畸形的。中国人历来就有买房

置业的传统，而在国外，租房的比例更高。 

  就杭州来说，杭州在浙江区域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太突出了。用股市的话来说，

杭州是绩优小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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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城市的土地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现在土地财政已成地方政府最大的收

入来源。老百姓一方面受益于土地财政带来的公共服务的增加，一方面又受累于

高房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目前杭州公

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远未达到服务型政府的需求。以后必然要加大这方面的支出，

完善廉租房及其他住房保障体系。 

 

 

史晋川教授谈区域发展城市化——这是城市化进程的阵痛 

                                    《钱江晚报》2009 年 12 月 30 日 A19 版 

 

围绕萧山余杭撤市设区而延伸的一系列有关城建、交通、市政、民生等各方

面工作，是杭州市委市政府在这十年中的重点。由于之后的发展与当初所料想的

不一致，从而引发了比其他各领域更为激烈的质疑。 

  核心质疑有两点：为什么要并？为什么又不完全并？ 

  经济学家史晋川有一番分析。 

  上世纪末新世纪初，大城市的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的内涵发生

了变化，不再是农村工业为主，而是现代工业化。产业要升级，发展方式要转变，

它需要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的互动。 

  这个时候经济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就是：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强中心城市

对生产要素的积聚能力。 

  我们可以拿萧山举例。萧山 2001 年并入杭州，当时目标是 2002 年工业总产

值冲 1000 亿。没想到并入杭州后，到了 2009 年，工业总产值已达 4000 亿，占

整个杭州的 1/3。 

  这仅仅是萧山一地自我发展的能力吗？ 

  如果不并入杭州，不会有那么多跨江大桥的开通，不会有诸如地铁等基础设

施的投入。正是基础设施与杭州的融合互通，才引得更多企业进驻。企业又对萧

山财政作出巨大贡献； 



CRPE 简报   2010 年第 1 期（总第 20 期） 

 16

  如果不并入，根据中央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控制，有一些银行是不能进县市级

城市的，现在萧山成了杭州的一个区，类似浦发这样的银行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给企业提供了大量融资能力，为当地建立了完整的金融体系。 

  随着区位优势的凸现、交通网络的推进、金融体系的完善，又吸引了大量人

才，4000 亿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融合没有像承诺那般一步到位？ 

  关键在于萧山余杭独立财政。既然两区财政独立，所以杭州福利政策也不涉

及它们，这就是老百姓所见的很多杭州的福利政策上的“萧山余杭除外”。 

  这是过渡期的矛盾，而林林总总老百姓的难处，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代价。

长远来看，大融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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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310027 

电 话：（086）-571-8975-2835 

传 真：（086）-571-8975-2835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网 址：http://www.crpe.cn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 

 

本简讯全部内容可免费登陆 

http://www.crpe.cn 阅读或者 

致信致电本中心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