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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毅 夫 简 历 
 

工作简历：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8；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2015-；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2014-；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2013-； 

国务院参事，2013-；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2013-201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201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8-2012；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2000；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1993；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1990。 

 

院士： 

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发展中世界研究院院士 （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荣誉博士学位： 

法国奥佛涅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美国福特莫大学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英国诺丁汉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城市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比利时鲁汶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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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国内外荣誉： 

首届“北京大学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突出贡献奖，2021 年 

教学大师奖，2021 年；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金融论坛》2019 年 11 期）

被评选为《金融论坛》2017-2019 年优秀文章，2021 年；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中国经济专题），2020 年 

《解读世界经济》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0 年； 

“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获得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最佳论文奖，2020

年；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级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获得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0 年； 

与王勇、鞠建东合作的论文 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获得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0 年； 

当代经济学奖，2019 年； 

改革先锋，2018 年； 

“第三届孙冶方金融理论创新奖”，2018 年； 

2017 年，《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获北京大学第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

等奖； 

林毅夫、龚强、张一林，“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

学的视角”被选为 2017 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最佳论文奖； 

《超越发展援助》入选《经济参考报》评选的“2016 年度十大经济类好书”； 

2016 年，《本体与常无》获中国版协的“2015 年度输出出版优秀图书奖”； 

2015 年，《新结构经济学》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

作奖二等奖； 

2015 年，《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获中国大学版协的“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

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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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国家功勋高级骑士勋章，2014； 

国家出版图书奖，“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2014 ； 

北京大学十佳导师，2013 年；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

秀论文奖，2012 年； 

芝加哥大学杰出校友奖，2011 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7

年； 

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2006 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 年；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荣获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2006 年； 

北京市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6 年 9 月； 

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2006 年 4 月；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005 年；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2002 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 年； 

威廉.戴维森客座教授，威廉.戴维森学院，密西根大学，2002 年；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获第五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2001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

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1 年； 

首场讲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迪.盖尔 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2001 年 5 月； 

“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突出贡献先进台胞”荣誉称号，2001 年； 

1992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

究所 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评为 1980 至 1998 年内发表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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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2000 年；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年；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

经济学杂志》1999 年度最佳论文奖； 

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 年； 

世界经济论坛，杰出学者（Fellow）,1999 年；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尼克拉斯杰出演讲系列，主讲人，1999 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 年；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 年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1998 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 1998 年北京市第 5 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二等奖； 

“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

学会 1997 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获奖）；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获 1996 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科研著

作奖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 1996 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 1992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Fellow），1993； 

香港中文大学林大卫经济学家奖，1993；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

度名人》等书。 

 

国内外社会兼职： 

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研究院理事，202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2021- 

第三届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2019- 

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1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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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席，2018-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2018- 

全球发展网络委员会成员，2018-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2018- 

非洲开发银行驱动非洲、养育非洲、工业化非洲、非洲一体化及改善非洲生活质量名人

小组成员，2016- 

中国投资公司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15-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领导委员会成员，2015- 

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14-2019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委成员，2014- 

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13- 

世界银行名人委员会成员，201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3 

世界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12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12 

国际经济学协会产业政策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2012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粮食农业及环境倡议愿景 2020 顾问委员会成员，2010-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201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09- 

英国国际发展部经济增长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08-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8-2013. 

第 7、8、9、10、12 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5-2008，2013-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5-2012，专职副主席 2013-2017 

福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 2006-2009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2006-2009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2006-2008 

第四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2008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6 年 7 月 

亚洲开发银行名人小组成员，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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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华沙列昂·科兹明斯基(Leon Kozminski)企业管理学院转型整合与全球化经济研究

(TIGER)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2005-2007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高级研究员，2005 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 年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 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2005 年 

《国际贸易问题》编委，2005 年 

《改革》杂志社学术委员，2005 年 

亚洲开发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发展项目高级政策顾问，2005 

萨尔茨堡研讨会东亚顾问小组成员，2005 

华裔美国银行家协会名誉顾问，2004 

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就业创造和创收投资研究顾问，2004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 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4 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4 年 6 月 

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2004 年 4 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2004 年 4 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2004 年 4 月 

哥本哈根共识专家小组成员，2004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委员会成员，2004-2008 

亚洲开发银行扶贫战略评估外部小组成员，2003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2003-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顾问，2002- 

辽宁省人民政府顾问，2002- 

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 

亚洲开发银行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顾问，200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顾问，2002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 

联合国千年饥饿问题工作队成员，20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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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计划学术小组成员，2002-2004 

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青年领袖论坛名誉顾问，2002-2005 

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筹款战略工作组成员，2001 

中国经济论坛期刊顾问委员会成员，2001-2004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主任委员，2001-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第 2、3 届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0-2003 

香港美国商业委员会成员，2000-2003 

世界经济论坛期刊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2003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1999- 

计量经济学会 2001 年东京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9-2001；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项目顾问，199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民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顾问，1999-； 

美国亚洲协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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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大学博士生校外考试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研究院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0；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农村研究”外部顾问，1998；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20 年粮食、农业和环境创新前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 

国际农经学会第 24 届世界大会（柏林）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2000；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会 1997 年杰出年轻科学家主席奖评 委会成员，1997；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资深会员，1997-； 

第 24 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 

计量经济学会远东会议筹备组成员，1997；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校外主考人，1997 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外主考人，1997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 OECD 未来工作组成员，1996-；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顾问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1996-1998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 17 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社会部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6：从计划到市场》外部专家评议组成员，1995-1996； 

国际经济学会第 11 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1995-；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校外主考人，1995-；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东南亚经济和环境规划”新加坡会议筹备组成员，1994-1997；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1996；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94-； 

《中国经济评论》编辑顾问，1994-；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地区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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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校外主考人，1993-。 

国际水稻研究所顾问，1992；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199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 

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87-1992，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4-； 

世界银行顾问，1986-1990，1993-； 

 

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 

《世界发展》（英文，美国）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2021- 

《亚洲发展评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12- 

Kyklos 国际编委成员，2005-2008 

《亚太经济学期刊》编委成员，2003-2006 

《国际发展问题期刊》编委成员，2002-2005 

《中国：国际期刊》编委成员，2002-2005 

《经济学季刊》编辑顾问委员会主席，2001-2008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编委成员，2000-2003 

《中国评论》编委成员，2000-2006《发展和社会》（英文，韩国）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

成员，1999-； 

《亚洲农业经济学杂志》（英文）（亚洲农业经济学会会刊）顾问编辑，1997-；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英文，澳大利亚）编委，1997-； 

《亚洲个案研究》（英文，新加坡）编委，1996-； 

《汉城经济学杂志》（英文，韩国）编委，1996-； 

《经济研究》编委，1996-；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1997； 

《太平洋经济评论》（英文，香港）编委，1995-；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英文，香港）编辑顾问，1995-； 

《中国经济评论》（英文，美国）编委，1994--； 

《农业经济学》（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编辑顾问，1992-1994；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顾问，199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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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经济》编委，199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委，1988-； 

 

海外英文杂志匿名审稿人： 

《美国经济评论》（美国） 

《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 

《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经济探索》（美国）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美国）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 

《经济和统计评论》（美国） 

《比较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经济学杂志》（美国） 

《发展研究杂志》（美国） 

《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 

 

年度讲座： 

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英国剑桥李

约瑟研究院，2017 

全球领导者讲座“中国崛起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意义”，香港科技大学，2017 

汉斯• 安德特年度讲座“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2013. 

大卫• 费奇年度讲座“解读中国经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2013. 

莱纳德. D. 怀特讲座“中国经济转型”. 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 2012 

本纳德. 费恩讲座“中国经济与多极世界”. 布朗大学. 2011 

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IDER）年度演讲“飞行雁到领头龙：发展中国家结

构转型的新机遇与策略”.  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莫桑比克马普托.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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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库兹涅茨讲座“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心框架”. 耶鲁大学. 2011 

进出口银行年度讲座“超越凯恩斯主义与全球经济复苏”.印度孟买. 2009 

马歇尔讲座“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剑桥大学. 2007 

年度杰出讲座“转型、整合与全球化”（ Transition,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经济

研究所—莱昂. 科茨明斯基创业与管理学院.波兰华沙. 2004 

亚洲发展银行杰出学人讲座“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可兼容增长发展策略”）. 2004 

年度布利比拉柳讲座“中国转型教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04 年 1 月 

吴庆瑞讲座“改革和中国的现代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院. 2003 年 12 月 

年度 D. 盖尔. 约翰逊系列讲座“发展策略、自生能力及经济收敛” 

   芝加哥大学. 2001 年 5 月 

尼克尔斯杰出讲座“中国国企改革方式” 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 1999 年 11 月 

 

英文专著：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ran, Imam 

Sadiq University, 202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edited with Arkebe Oquba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edited with Celestin Monga). 

New Structural Policy in An Open Market Economy, Warsaw,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2018 (edited with Alojzy Z. Nowak) 

Slowdow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ructural Fa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sia,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8 (edited with Peter J. Morgan and 

Guanghua Wa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Warsaw,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2017 (edited with Alojzy Z. Nowak).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with Yan Wang) 

Beating the Odd: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with Celestin Monga).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frica and Economics, Volume I Context and Concep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dited Volume with Celestin Monga)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frica and Economics, Volume II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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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2015 (Edited Volume with Celestin Monga)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I: Af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dited with Joseph E. Stiglitz and Ebrahim Patel).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eyond Ideolog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dited with Joseph Stiglitz).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nglish edition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Econom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inese Edition) 

Benti and Changwu: Dialogues on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 Cengage, 2012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Lin: On Economic Method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inese e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ised and expande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Seoul： KEIP，2001 （Editors with Kyun-tae Le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ow Did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Past? How Will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Future?  

Second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Lecture. Mexico, D.F.: CIMMYT, 1998.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Volume 1:  Regional Experience and System Reform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Tunis,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2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Editor）.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5 

 

中文专著： 

《园丁集：林毅夫讲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解惑集：林毅夫讲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论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21 年 

《解读世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与付才辉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试行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与付才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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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与付

才辉合作） 

《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 年 

《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与林老师对话-论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与蔡眆合作）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与蔡昉、李周合作），2000 年台湾联经出版社中文繁体字版， 2000 年俄国科

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社俄文版，2001 年韩国白山书店年汉文版，2003 年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中文简体版，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7 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年英文版，东

京日本评论社 1998 年日文版（与蔡昉、李周合作）；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6 年版（与沈明高、周浩合作）；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中文简

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 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英

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 1996年日文版，汉城白山书店 1996年韩文版，巴黎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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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0 年法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 1998 年越文版（与蔡昉、李周

合作）；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匿名审稿英文学术期刊论文： 

“距离前沿和最优的金融结构”，《结构转型与经济动态》，2022 年 3 月第 60 卷，第 243-249

页（与王韡和徐朝阳合作）。 

 “发展战略、资源错配与经济绩效”，《结构转型与经济动态》，2021 年 12 月第 59 卷，第

612-634 页（与陈斌开合作）。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结构转型与经济动态》，2021 年 9 月第 58 卷，

第 106-111 页。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十四五”时期结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研

究》，2021 年 6 月第 4 卷第 2 期，第 1-11 页。 

“新结构经济学与国际援助与合作:以非洲发展为视角的简要回顾”，《中国非洲研究》，2021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00-134 页。 

“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中国经济期刊》，2021 年第 14

卷第 2 期，第 120-127 页； 

“双循环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学前沿》，2021 年第 16 卷第 1 期，第 30-34 页； 

“中国追赶型产业政策和经济转型”，《世界经济》，2021 年 3 月第 44 卷第 3 期，第 602-632

页（与王韡和徐朝阳合作）； 

“结构调整和实际汇率动态”，国际货币与金融杂志，2020 年 10 月第 107 期，（与鞠建东，

刘庆和施康合作）；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工业、竞争与贸易杂志》，2020 年 2 月，第 359-394

页；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动态面板系统-GMM 分析的最新证据”, 《可持续

性》，2020 年 7 月，第 12 卷第 14 期，5618； 

“非洲工业发展可以向东亚奇迹学习什么--复杂性和经济适应性的角色”，《国际金融公

司新型市场指南针》，88 号报告，2020 年 8 月； 

“七十年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回顾”，《中国与世界经济》，2020 年第 28 卷第

4 期，第 26-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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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亚洲教育与发展研究》，2019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279-286 页； 

“用于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建模框架”，《经济政策改革》，2020 年第 23 卷第 2 期，第

138-160 页；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经验及挑战”，《中国经济转型》，2019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11

页；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前沿》, 2019 年, 第 14 卷，第 1

期，第 26-52 页；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曼彻斯特学派》第 87 卷，第

2 期，2019 年 3 月，第 183-204 页； 

“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贸易不平衡”，《政策建模期刊》第 40 卷，第 3 期，2018 年，第

579-600 页（与王歆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反思”，《中国经济评论》第 48 卷，2018 年，第 155-157

页（与徐佳君合作）； 

“工业化：中国对北非的启示”，《非洲展望》第 1 卷，2018 年，第 54-57 页； 

“产业政策与中国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复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第 10 卷，

第 4 期，2017 年，第 419-429 页； 

“促进国家与经济发展：国家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作用”，《人与经济》第 4 卷，第 2 期，

2017 年（与王晓兵合作）；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区域发展与政策》第 2 卷，第 2

期，2017 年； 

“超越发展援助：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比较优势实现双赢”，《基础设施、政策与发展

期刊》第 1 卷，第 2 期，2017 年（与王燕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比较优势的耐心资本”，《基础设施、政策与发展期刊》第 1 卷，

第 1 期，2017 年（与王燕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BRI）背景下的耐心资本”，《世界金融评论》，2017 年 7 月-8 月，第 48-50

页（与王燕合作）；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第 15 卷，

第 1 号，2017 年，第 5-18 页； 

“爱丽丝ꞏH.安士敦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区域、经济与社会剑桥期刊》第 10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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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7 年 3 月，第 77-81 页； 

“中国经济增长重新加速的前景”，《比较经济学期刊》第 44 卷，第 4 期，2016 年，第

842-853 页（与万广华和彼得ꞏJ.摩根合作）； 

“影响中国中长期增长前景的因素”，《中国与世界经济》第 24 卷，第 5 号，2016 年，第

20-41 页（与万广华和彼得ꞏJ.摩根合作）； 

“中国将会继续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吗”，《政策建模期刊》第 38 卷，2016 年，第 683-692

页； 

“新结构经济学和资源融资基础设施”，《太平洋经济评论》第 21 卷，第 1 号，2016 年（与

王燕合作）； 

“银行结构与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银行与金融》，2015 年第 58 卷，第 131-143

页（与孙希芳、吴鹰合作） 

“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中国的新开放倡议”，《中国经济学前沿》第 10 卷，第 4 号，

2015 年，第 585-590 页； 

 “禀赋结构、产业动态和经济增长”，《货币经济学杂志》第 76 卷，2015 年，第 244-263

页（与鞠建东和王勇合作）； 

 “采访：林毅夫”，《中央银行》第 25 卷，第 3 号，2015 年，第 15-23 页； 

“为什么我不支持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中国经济期刊》第 8 卷，第 1 号，2015 年，

第 86-93 号； 

“重新审视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经济政策改革期刊》第 18 卷，第 2 号，

2014 年，第 96-113 页； 

“中国绿色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潜力”，《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 30 卷，第 3 号，2014 年，

第 550-568 页（与徐晋涛合作）； 

“重新审视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经济学视角》第 7 卷，第 3 号，2014

年，第 382-396 页； 

“中非创造就业和转型的双赢战略”，《伟大的洞察力》第 3 卷，第 4 期，2014 年 4 月； 

“新结构经济学：第三波发展思潮”，《亚太经济文献》，第 27 卷，第 2 期，2013 年。 

“解读中国经济，”《澳大利亚经济评论》，第 46 卷，第 3 期，2013 年。 

“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和全球复苏”，《政策模型杂志》，第 35 卷，第 3 期，2013 年。 

“禀赋，产业结构和合适金融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政策改革杂志》，第

16 卷，第 2 期，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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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龙现象：低收入国家追赶的新机遇”《亚洲发展评论》，第 30 卷，第 1 期，2013

年（与 Vandana Chandra 和  Yan Wang 合作) . 

“超越凯恩斯主义：危机时代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国际商业、经济与政策》第 3 卷，

第 3 期，2012 年(与 Doerte Doemerland)合作.。 

 “从翔雁到蛟龙：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新机遇与策略”《国际政策》，第 3 卷第 4 期，

2012 年。 

“解读非洲治理之谜”《新政治经济学》，第 17 卷，第 5 期，2012 年。 

“欧元区的危机”《世界金融研究》2012 年 9-10 月（与 Volker Treichel 合作）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与反思发展”，《经济政策改革》2012年第1-24页（与David Rosenblatt

合作） 

“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学习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2012 年 3 月第

1 卷第 1 期，第 1-33 页 

“针对危机的促增长回应”《国际经济：欧洲经济政策研究》2011 年 11-12 月，第 46 卷

第 6 期，第 321-326 页 

“全球失衡，储备货币和全球经济管理”《货币与银行》2011 年 11 月第 60 卷第 11 期，

第 2-7 页 

“冲击、弱点与治疗”《非洲发展研究》，2011 年第 23 卷第 4 期，第 371-379 页 

“即将到来的多极世界经济”《国际经济》2011 年夏第 25 卷第 3 期，第 30-31 页 

“中国与全球经济”《经济学》（季刊）2011 年 10 月，第 4 卷第 1 期，第 1-14 页 

“即将到来的多极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准备好了吗？”《国际经济》2011 年夏，第 30-21

页（与 Mansoor Dailami 合作）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的框架”《世界银行研究观察》2011 年 9 月第 26 卷第 2 期，

第 193-221 页 

“寻找增长途径”《这就是非洲：一个全球视角》2011 年 6 月 8 日，第 50-51 页 

“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乡不平等：基于政府发展策略的新视角”《中国经济前沿》2011

年第 6 卷第 1 期，第 1-21 页（与陈斌开合作） 

“增长识别及其促进：政府在动态增长中的角色”《发展政策研究》，2011 年 5 月第 29

卷第 3 期，第 264-290 页 

“对 Robert Wade 教授反驳的评论”《世界政策》，2011 年 5 月，第 2 卷第 2 期，第 231-232

页“超越凯恩斯”《世界政策杂志》，2011 年春第 28 卷第 1 期，第 3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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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演讲：学习过去，重建未来”《经济发展》2010 年 12 月 4 日， 

“冲击、危机及其决定因素”《中亚发展》2010 年 12 月第 2 卷第 2 期，第 159-176 页 

“政府策略性干预的六步”《国际政策》，2010 年 10 月第 1 卷第 3 期，第 330-331 页； 

“中美外部失衡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季刊）2010 年 6 月第 3 卷第 1 期，第 1-24

页（与 Hinh Ding 、 Fernando Im 合作） 

“针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回应”《发展前沿》2009 年 12 月第 11 卷第 3 期，第 29-33

页 

“超越凯恩斯主义：全球协调解决的必要性”《哈佛国际研究》，2009 年夏，第 31 卷第

2 期，第 14-17 页 

“朝鲜争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政策研究》，2009

年 9 月，第 27 卷第 5 期，第 483-502 页（与 Ha-Joon Chang 合作） 

“高科技产业在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型研发和最优投资：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研究政

策》，2009 年第 38 卷，第 1388-1395 页（与 Yingyi Tsai 、Luica Kurekova 合作） 

“东亚视角下的经济思考：自生能力与发展策略的概念框架”《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245-274 页； 

“政策负担、私有化和预算软约束”《比较经济学杂志》，2008 年第 36 卷，第 90-102 页

（与 Zhiyun Li 合作） 

“李约瑟之谜，韦伯问题和中国奇迹：自宋朝以来的长期经济表现”《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63-95 页； 

“中国面向和谐社会的包容性增长：一个概述”《亚洲发展研究》，2008 年第 25 卷第 1-2

期， 第 1-14 页（与 Juzhong Zhuang、Min Tang、Tun Lin 合作） 

“在中国首次分配中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亚洲发展研究》，2008 年第 25 卷第 1-2 期，

第 34-57 页（与 Peilin Liu 合作） 

“通缩型扩张：从超调的视角看中国最近的经济周期”，《中国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9

卷，第 1-17 页（与 Gang Gong 合作）“中韩经济关系前景”《中国与世界经济》，

2006 年第 14 卷第 1 期，第 57-70 页 

“东亚的晚市场化与晚工业化”《亚太经济文献杂志》2005 年 5 月第 19 卷第 1 期，第

42-59 页（与 Keun Lee 、Ha-Joon Chang 合作）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Kyklos, 2005 年第 58 卷第 239-264 页 

“中国农业税与政府规范”<农业经济学>,2004 年 12 月第 31 卷 161-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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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观点” <汉城经济学杂志>,2004 年第 17 卷 335-381

页 

“中国资本市场的自生能力及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2004 年第 12 卷 3-11 页；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是否可持续”《亚洲观察》2004 年，第 28 卷 5-29 页； 

“风范长存：纪念迪.盖尔教授”《亚洲经济杂志》2004 年，第 457-460；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4年，第 588-603页；（与

王格玮、赵耀辉合作） 

“1969-1961，中国大饥荒原因”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 年 10 月，52 卷第 52-73

页；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 1月，51卷第 277-308

页； 

“加入 WTO 与中国金融改革”《加图杂志》2001 年 11 月，21 卷第 13-18 页； 

“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原则：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 4 月； 

“中国当前通货紧缩：成因与对策”，《太平洋经济与商务杂志》，2000 年 12 月，第 4 卷

4-22 页； 

“加入 WTO 与中国农业”，《中国经济评论》2000 年 11 月，第 11 卷 405-409 页；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2000 年 10 月出版）；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与世界经济》2000 年，第 8 卷 2-9 页； 

“粮食可得性、权利和中国 1959-61 年农业大危机”，《经济学杂志》，2000 年 1 月，第

110 卷 460 号，第 136-158 页（与杨涛合作）； 

“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果和地区发展差距”，《经济发展评论》（法文）1999 年 1-2 卷，第

7-32 页； 

“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美国经济评论》第 89 卷，第 2 号，1999 年

5 月，第 426-431 页（与谭国富合作）； 

“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

学杂志》第 43 卷，第 2 号，1999 年 6 月，第 179-194 页； 

“公平竞争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OCT-MOST：转轨国家经济政策》第 9 卷，第 1

号，1999 年，第 61-74 页（与蔡昉、李周合作）； 

“论中国农业危机和大跃进饥荒的成因”，《中国经济评论》第 9 卷，第 2 号，1998 年秋

季，第 125-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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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美国经济评论》第 88 卷，第 2 号，1998 年 5

月，第 422-427 页； 

“制度改革和中国农业增长动力学”，《粮食政策》第 22 卷，第 3 号，1997 年，第 201-212

页；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卡托杂志》第 16 卷，第 2 号，1996 年秋季，第

201-231 页； 

“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 11 卷，第 4 号，1996 年 1 月，第 85-96

页； 

“中国地区粮食自己自足政策及其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 21 卷，

1995 年，第 187-206 页（与文贯中合作）； 

“禀赋、技术和要素市场：中国农村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试验”，《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

第 77 卷，1995 年，第 231-242 页；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当代经济政策》第 13 卷，1995 年 1 月，第 10-14

页；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41 卷，

1995 年 1 月，第 269-292 页； 

“杂交水稻对投入需求和生产率的影响：一个计量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学》第 10

卷，1994 年，第 153-164 页； 

“合作社理论中的退出权、退出成本和偷懒：一个答复”（对林毅夫 1990 年在美国《政

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举行的专题讨论所作答复），《比较经济学杂志》

第 17 卷，1993 年 6 月，第 504-520 页；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农业投资和住宅建设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41 卷，1992 年 10 月，第 1-26 页（与刘遵义和罗小朋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创新：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型技术创新研究”，《经济学和统

计学评论》第 74 卷，1992 年 2 月，第 14-20 页； 

“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研究》第 25 页，1992 年春季，第 53-66 页；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美国经济评论》第 82 卷，1992 年 3 月，第 34-51 页； 

“中国农业公共研究资源配置：对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一个检验”，《经济发展与文化

变迁》第 40 卷，第 1 号，1991 年 10 月，第 55-74 页； 

“监督、同伴压力和劳动管理型农场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评论》第 2 卷，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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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55-74 页； 

“教育和农业技术创新的采用：来自中国杂交水稻的证据”，《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

73 卷，1991 年 8 月，第 713-724 页； 

“家庭责任制改革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采用”，《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1991 年 7 月，

第 353-372 页； 

“要素市场交易被禁止情况下的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发展研究杂志》第 27 卷，1991

年 7 月，第 1-15 页； 

“集体化和中国 1959-1961 年农业危机”，《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98 卷，1990 年 12 月，

第 1228-1252 页（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1993 年第 17 卷发表 6 篇文章专题讨论

该文）； 

“信贷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微观经济非均衡模型的一个应用”，《美国农业经济学

杂志》第 72 卷，1990 年 12 月（与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卡托杂志》第 9 卷，1989 年

12 月，第 1-33 页； 

“农业信贷和中国农业绩效”，《比较经济学杂志》第 13 卷，1989 年，第 508-526 页（与

刘遵义、罗小朋合作）； 

“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责任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36 卷，

1988 年 4 月，增刊第 199-224 页； 

“中国家庭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 69 卷，1987 年

5 月，第 410-415 页。 

 

发表在英文论文集的文章： 

“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与新结构经济学”，载于 Elodie Douarin 和 Oleh Havrylyshyn 主编

的《Palgrave 比较经济学手册》，英国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21 年 

“通往繁荣之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载于 Jan Svejnar 和 Justin Yifu 

Lin 主编的《中国和西方》，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2021 年 

 “引言”（与 Jan Svejnar 合作），载于 Jan Svejnar 和 Justin Yifu Lin 主编的《中国和西方》，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2021 年 

 “公共债务资助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平新乔、黄鑫合作），载于 Anis Chowdhury 和 

Vladimir Popov 主编的《全球南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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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非经济关系的未来有了新的发展轨迹和可能”（与 Arkebe Oqubay 合作），载于

Arkebe Oqubay 和 Justin Yifu Lin 主编的《牛津中非合作与经济转型手册》，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中国轻工业与非洲工业化”（与徐佳君合作），载于 Arkebe Oqubay 和 Justin Yifu Lin

主编的《牛津中非合作与经济转型手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埃塞俄比亚经济特区与结构转型：新的结构经济学视角”（与徐佳君及 Sarah Hager 合

作），载于 Fantu Cheru, Christopher Cramer, and Arkebe Oqubay 主编的《牛津埃塞

俄比亚经济手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中国的过渡成功”，载于 Martin Guzman 主编《走向公正社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二十一世纪经济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09-322 页； 

 “影响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的因素”（与彼得·J.摩根和万广华合作），载于 Justin 

Yifu Lin、Peter J. Morgan、Guangghua Wan 主编《中国的减速：结构因素及其

对亚洲的影响》，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18 年； 

 “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教训：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载于 Vladimir Popov、Piotr 

Dutkiewicz 主编《制定新的世界秩序：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英国切尔滕纳姆：

爱德华埃尔加，2017 年，第 53-70 页； 

 “新结构经济学和追赶经济的产业政策”，载于 Slavo Radosevic、Adrian Guraj、Radu 

Gheorghiu、Liviu Andreescu、Imogen Wade 主编《智能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英国伦敦：学术出版社，2017 年，第 185-199 页； 

“亚洲视角下的协调”，载于 John Page、Finn Tarp 主编《产业政策的实践：非洲和东

亚的政企协调》，UNU-WIDER 发展经济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62

页； 

 “重新审视工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载于 Akbar Noman、Joseph E. Stiglitz

主编《效率、金融和工业政策的多样性：可持续增长的指导资源、学习和技术》，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25-244 页； 

 “后来者优势及劣势：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载于 Martin Andersson、Tobias Axelsson

主编《逃离贫困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和结构转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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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的未来”，载于 Arie Y. Lewin、Martin Kenney、Johann Peter 

Murmann 主编《中国的创新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32-55 页； 

 “如何快速启动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载于《中非：一个成熟的关系？增长变化

与复原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研究项目，2016 年，第 8-12 页； 

 “纸黄金：关于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提案”，载于 Marc Uzan 主编《布雷顿森林：未来 70

年》，纽约：重建布雷顿森林委员会，2015 年，第 205-210 页； 

“中国的工业升级和脱贫”，载于 Win Naude、Adam Szirmai、Nobuya Haraguchi 主编

《金砖国家的结构变化与工业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3-118 页； 

 “中国对发展合作的贡献：理念、机遇和融资”，载于 Matthieu Boussichas、Patrick 

Guillaumount 主编《可持续发展融资：解决缺陷》，巴黎：《经济学刊》，2015 年，

第 73-90 页； 

“经济增长与发展”，载于 Gregory C. Chow、Dwight H. Perkins 主编《劳特里奇中国

经济手册》，纽约：劳特里奇，2015 年，第 76-89 页； 

 “太平洋岛国持续经济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和战略”，载于 Inderjit Kaur、Nirvikar 

Singh 主编《牛津经济学和环太平洋地区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98-229 页（与 Hinh Dinh 合作）； 

 “结构变化的演变范式”，载于 Bruce Currie-Alder、Ravi Kanbur、David M. Malone、

Rohinton Medhora 主编《国际发展：理念、经验和前景》，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

版社，2014 年，第 277-294 页（与 Celestin Monga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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