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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教育部直属高校，

是国家“双一流”建设、“211工程”建设和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

设高校。学校始建于 1949年 11月 6日，创办之初由财政部主管，历经中央税务

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发展阶段，1996年

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2000年由财政部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2005年成为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6年成为国家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

设高校，2012年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2017年成为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长期以来，学校秉持“忠诚、团结、求实、创新”的校

训，传承“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坚守“立德树人财经报国”的使命

担当，建立起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16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

的摇篮”。

学校拥有应用经济学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应用经济学在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获评 A+；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和会计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拥有工商管理、统计学等 2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世界经济等 3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和经济信息管理、跨国

公司管理等 2个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金融安全工程、战略经济与军民

融合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

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法学、社

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1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工商管理、会计、法律、

公共管理、金融、审计等 1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全国保险、资产评估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我校；拥有 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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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简介

经济学科是财经类大学的办学之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科在 1952年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经济系科合并的基础上开始发展，陈岱孙

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学校经济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涌现

了刘光第、孙开镛、闻潜、侯荣华、王柯敬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为国家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经济管理系正式成立，在侯荣华、金哲松、赵

丽芬等历任领导的带领下，经济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2000年，在经济管理系

基础上成立了经济系，开启了经济学科全面发展的探索之路。2003年，经济系

和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是中央财经大学实行学院制

以来成立的第一批学院。

经济学院成立以来，在学校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金哲松、计金标、

黄少安、杨运杰、李涛、陈斌开等历任院长和时任班子的勤勉治理及现任郭冬梅

院长和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全院师生和广大校友同心同德、拼搏奋斗、奋发

图强、屡创辉煌，推动了经济学院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人才培养特色愈加鲜明、培养质量稳步提高，科学研究向高质量、高层次、高产

出方向发展，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的能力日益增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

扩大，逐步成为在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经济学院。

目前，经济学院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博

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北京市重点学

科。经济学院是中央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建设单位和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建

设单位，承担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点和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四个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点的建设任务。在 2017年教育

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排名并列第一，理论经济学学科在财经类院校中排名并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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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中心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4年，是专门从事以中国经济史、

外国经济史、中外经济比较等为主的独立研究机构。围绕中外经济关系领域，在

经济发展、金融史与制度变迁方向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在实践教学方面也已

形成课程思政、经典读书会、耕读学堂等教学品牌。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史学研

究的进一步发展，组成了八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团队。

经济史研究团队积极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学术交流。2018年，国家一级学

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秘书处便设立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成员还

担任了中国经济史学会、国史学会、北京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等多个学会的会

长或理事，为商贸史、经济史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平台。

在学术创作上，研究团队先后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史研

究》《经济学动态》、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22篇，

在各类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在学术著作方面，研究团队已经完成出版

第一辑“中外经济比较史系列著作”9部，出版金融史、茶叶经济史等 20余部

学术著作，其中英文著作 4部，且多部著作获得教育部、北京市、天津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教材编写方面，团队主持或参与编撰了《中国金融史》（教

育部十一五规划和北京市重点精品教材）、《中国经济史》（马工程教材）、《中

国对外经济关系史》（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经济思想史》等 10余

部高等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团队近五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7项、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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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须知

尊敬的各位参会者：

欢迎您来到秋意浸染的北京，参加“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学术研

讨会”。为了更好地为您服务，会议期间请您注意如下事项：

1.由于参会者入校需要提前向中央财经大学报备身份证信息，烦

请参会者以“姓名：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发送至赵

治洋微信（微信号为：13583290963）。

2.请参会者前往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参会时，务必携带本

人身份证，从中央财经大学南门，刷身份证入校。

3.请报告人、评论人严格遵守发言时间，上午论坛报告人发言时

间 15分钟；下午论坛报告人发言时间 12分钟，点评 8分钟，在报告

人距离规定结束时间前的 3分钟将有会务组工作人员提示时间。

4.会议论文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引或外传，否则后果自负。

5.会议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由参会者自理，餐饮等费用由会议主

办方承担。

7.若您需要其他帮助，请联系会务组：赵治洋 1358329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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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简表

2024年 10月 11日（周五）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12:00-22:00 大会报到
漫曲酒店（北京动物园财经大学店）

酒店大堂

18:00 晚宴 北京财大汇金酒店

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08:30-09:00 开幕式 学术会堂 202会议室

09:00-09:30 合影 学术会堂前广场

09:30-12:10 圆桌讨论&主题发言 学术会堂

12:10-13:30 午餐、午休 北京财大汇金酒店

13:30-17:10 论坛主题汇报 学术会堂

17:30-18:10 闭幕式 学术会堂

18:30 晚餐 北京财大汇金酒店

2024年 10月 13日（周日）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新质生产力的圆桌讨论 学术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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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议程

2024 年 10 月 12 日（周六）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

时间 会议环节 议程安排 地点

8:30-9:00
（开幕式）

主持人：郭冬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学术会堂
202报告厅致辞

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魏众（《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

09:00-09:30 合影 学术会堂前

9:30-11:00
（ 主 题 发
言）

主持人：高超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

学术会堂
202报告厅主题发言

叶坦：从新型工业化趋势看中国式现代化

赵凌云：加强共和国规划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易棉阳：白纸上如何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央地
联动下株洲工业新城崛起路径研究

丁一兵：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对外能源投资
的影响

11:00-11:10 会间休息，参会人员移步分论坛 学术会堂

11:10-12:10 论坛汇报
A组：工业化主题汇报
B组：新质生产力主题汇报

学术会堂
6楼

12:10-13:30 午餐、午休
北京财大汇
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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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10 主题汇报
A组：工业化主题汇报
B组：新质生产力主题汇报

学术会堂

17:30-18:10
闭幕式

主持人：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学术会堂
706报告厅

主题发言

杨德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史透视——对近
代以来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反思

杨帆：中美科技竞争与新质生产力

会议总结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中
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

18:30 晚餐
北京财大汇
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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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坛详细议程

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

上午

A&B组：11:10-12:10

下午

A组：13:30-16:50

B组：13:3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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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上午

A组：工业化主题汇报

主持人：李晓

会场助理：秦奋 杨宏玉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604

时间 论文题目 宣讲人 主持人

11:10-11:25 前三十年工业建设中的技术引进 苏少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晓

11:25-11:40
20世纪 50年代工业化对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历史启示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11:40-11:55
工业支援农业：改革开放前农药的价格

与供给
张连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55-12:10
政府产业投资与地区产业链延伸：垂直

结构的视角

李天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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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上午

B组：新质生产力主题汇报

主持人：刘成虎

会场助理：吴嘉华 张静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606

时间 论文题目 宣讲人 主持人

11:10-11:25
能源革命、新生产力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研究

陈争平、常旭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刘成虎

11:25-11:40
从企业组织史视野反思中国企业史研

究
林立强

（福建师范大学）

11:40-11:55
技术引进的消化机制分析——以洛阳

第一拖拉机厂为例

林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11:55-12:10
中国工业母机产业的发展与追赶：战

略、学习与用户互动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



12

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下午

A组：工业化主题汇报

主持人：张连辉 关永强

会场助理：秦奋 杨宏玉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604

时间 论文题目 宣讲人 点评人 主持人

13:30-13:50
20世纪 50至 80年代台湾产

业政策研究
龚关

（南开大学）
李楠

张连辉

13:50-14:10
湖北小三线的配套协作研

究
瞿商、黄一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超群

14:10-14:30
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历史特

征与现代化进程
王珏

（中国人民大学）
龚关

14:30-14:50 张家港工业化的奠基研究
魏众、吴静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

王珏

14:50-15:10
“工业文明”的意涵及形成

条件

沈博、熊昌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瞿商

15:10-15:30 会间休息

15:30-15:50
甲午战争冲击与近代中国

工业化
雷鸣、赵天宇
（南开大学）

林盼 关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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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奠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的
计划”——陈云计划思想与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林水龙
（华中师范大学）

雷鸣

16:10-16:30
解放前后中共接管东北工
业的历史考察：以鞍钢为中

心

杨宏玉
（中央财经大学）

严鹏

16:30-16:50
本溪湖煤铁公司变迁研究
（1905—1949）——以公司

治理为中心

秦奋
（中央财经大学）

林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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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12日（周六）下午

B组：新质生产力主题汇报

主持人：宋士云 何平

会场助理：吴嘉华 张静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606

时间 论文题目 宣讲人 点评人 主持人

13:30-13:50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机制优化分析
刘成虎、孙雅彬
（山西大学）

柴毅

宋士云

13:50-14:10

农村、农业、农民：中央一
号文件的时空演进和内在
逻辑——基于历年“一号文

件”的文本分析

柴毅
（云南大学）

常旭

14:10-14:30
市场的萎缩与成长——兼
论产业政策的摇摆与回归

袁亦峥、肜新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李彦超

14:30-14:50
新中国钢铁工业项目自主
设计的奠基石：“156项”

重点工程

李彦超
（广西师范大学）

陈月圆

14:50-15:10
公产与法人：民国会馆产权

界定规则变迁
陈月圆

（北京师范大学）
郭旭红

15:10-15:30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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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票号代办捐纳、汇兑官款与

晚清财政转型
周建波

（北京大学）
龚浩

何平

15:50-16:10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同
记”商号企业制度变革研究

周子超
（中国政法大学） 赵学军

16:10-16:30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经验：基
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

考察

赵素芳
（河南工业大学）

肜新春

16:30-16:50
大历史观下“四个现代化”

的话语生成
曲冠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理论研究所）

张徐乐

16:50-17:10 工业化进程中的科技进步
研究

高歌阳、肜新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曲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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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者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1 白天鹏 中国人民大学

2 曹景晟 山东农业大学

3 曹 宁 福建师范大学

4 曾江 中国政法大学

5 柴毅 云南大学

6 常明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 常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8 陈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9 陈新岗 山东大学

10 陈月圆 北京师范大学

11 陈争平 清华大学

12 程霖 上海财经大学

13 丁一兵 吉林大学

14 丁于芩 清华大学

15 伏霖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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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6 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7 高歌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8 龚关 南开大学

19 龚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20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1 关永强 南开大学

22 郭冬梅 中央财经大学

23 郭旭红 中国矿业大学

24 韩晓璇 贵州大学

25 何平 中国人民大学

26 黄一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7 姜欣 山西大学

28 金星晔 中央财经大学

29 兰日旭 中央财经大学

30 雷鸣 南开大学

31 李积霞 山西大学

32 李楠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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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33 李天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4 李晓 中国政法大学

35 李雪辰 山西大学

36 李彦超 广西师范大学

37 李玉 南京大学

38 林枫 厦门大学

39 林立强 福建师范大学

40 林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1 林水龙 华中师范大学

42 刘成虎 山西大学

43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

44 马金华 中央财经大学

45 曲冠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46 瞿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7 肜新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8 沈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9 宋丽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

序号 姓名 单位

50 宋士云 聊城大学

51 苏少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2 孙雅彬 山西大学

53 孙智君 武汉大学

54 沈顾颋 伯明翰大学

55 王飞龙 人民邮电出版社

56 王珏 中国人民大学

57 魏明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8 魏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9 吴静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60 吴乾 河北师范大学

61 吴轩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62 熊昌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63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

64 杨徳才 南京大学

65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

66 叶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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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67 易棉阳 湖南工商大学

68 袁亦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69 张静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70 张连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1 张徐乐 复旦大学

72 张彦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73 赵凌云 华中师范大学

74 赵麦茹 西北大学

75 赵素芳 河南工业大学

76 赵天宇 南开大学

77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78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79 周建波 北京大学

80 周莹 内蒙古大学

81 周子超 中国政法大学

82 朱华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3 邹进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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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84 兰若虹 中央财经大学

85 毛乙合 中央财经大学

86 秦 奋 中央财经大学

87 宋英豪 中央财经大学

88 吴嘉华 中央财经大学

89 杨宏玉 中央财经大学

90 张静 中央财经大学

91 赵治洋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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