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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历  

基本信息 

聂辉华（Huihua NIE） 
 
出生   1978 年    籍贯   江西省崇仁县 
职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   组织经济学 
E-mail   niehuihua(at)vip.163.com 
个人网站   白鲨在线（www.niehuihua.com） 
通信地址   100872，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微信公众号：聂氏政经评论（RUC_NIE） 
 

工作经历 
2017.12—现在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国发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2013.7－现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 
2013.5－2017.1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2009.7－2013.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2006.8－2009.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教育背景 
2003.9－2006.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2001.9－2003.7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提前 1 年毕业） 
1997.9－2001.7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学士 
 

海外研修 

2013.7－2013.8   英国 Cranfield 大学管理学院 
2009.9－2010.8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导师为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Hart 教授） 
 

社会兼职 
2017.3—现在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专家服务团成员 

2016－现在       北京市经贸专业学科群教学协作委员会委员 
2016.11-现在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1－现在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2013.11－2018.2   中国人民大学微观数据与实证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2008.08－2018.2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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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评审 
（1）《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世界经济》等一流经
济学期刊以及《社会学研究》、《社会》等一流社会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专家； 

（2）China Economic Review, Economic Journal,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Financial Research Letter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cientometrics等英文
期刊匿名审稿专家； 

（3）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国家
社科规划项目等人才项目或科研项目评审专家； 

（4）浦山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奖、中国经济学奖等奖项评审专家。 

 

奖励/荣誉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201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7 青年创新奖（2016）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6 青年创新奖（2016）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1-2015 青年创新奖（2016） 
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班主任（2014） 
第七批“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2014） 
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14-2015） 
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2013，国家“万人计划”） 
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20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8，理论经济学类唯一） 
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7） 
中国人民大学标兵班主任（2006－2007 学年） 
《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荣誉称号（2013 年） 
 

发表论文 
主要论文  
【31】江艇、孙鲲鹏、聂辉华，2018，《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管理世

界》，第3期，38-50页 
【30】聂辉华、李琛，2017，《进入管制、腐败与反腐败政策》，《世界经济》，第8期，

103-119页 

【29】Jia, Ruixue, and Huihua Nie, 2017,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9(1): 105–118. (Available at 
http://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abs/10.1162/REST_a_00563) 

【28】You, Jing, and Huihua Nie, 2017, “Who Determine Chinese Firms’ Engagement in 
Corruption: Themselves or Neighbo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3: 29-46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16/j.chieco.2017.01.002) 

【27】桂林、尹振东、聂辉华，2016，《利益表达、社会稳定与公共治理》，《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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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期，153-165页 
【26】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6,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 14-24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rode.12211/abstract) 

【25】聂辉华、张雨潇，2015，《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3-21页 
【24】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conomics Letters, 123(3): 366-369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16/j.econlet.2014.03.026) 

【23】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16/j.jce.2013.04.002) 

【22】Nie, Huihua, 2013, “Holdup, Property Rights, and Reputation”, Economic Computation and 
Economic Cybernetics Studies and Research, 4: 259-274 (SCI/SSCI)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85127) 

【21】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78735) 

【20】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

理世界》，第3期，23-33页 
【19】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3(4): 69-88.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2196400) 

【18】聂辉华，2012，《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学季刊》，第12卷，

第1期，313-330页 
【17】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

界经济》，第5期，142-158页 
【16】李金波、聂辉华，2011，《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第

6期，41-55页 
【15】聂辉华、贾瑞雪，2011，《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 7

期，27-42 页 
【14】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

研究》，第 6 期，146-156 页 
【13】Nie, Huihua, Mingyue Fang and Tao Li, 2010,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3): 445-46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712746) 

【12】方明月、聂辉华、江艇和谭松涛，2010，《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弹性估计》，《世界经济》，

第 8 期，3-16 页 
【11】李金波、聂辉华和沈吉，2010，《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

9(3): 941-960 页 
【10】聂辉华、方明月和李涛，2009，《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

区为例》，《管理世界》，第 5 期，17-24 页 
【9】聂辉华，2008，《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第 8 期，158-167 
【8】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008，《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

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 7 期，57-66 页 
【7】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

济研究》，第 3 期，43(3): 99-114 页 
【6】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

杠模型》（博士论文 Part II），《经济研究》，第 2 期，43(2): 132-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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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辉华、李金波，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6(1): 75-90 页 
【4】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世界经济》，第 8 期，71-78 页 
【3】杨瑞龙、聂辉华，2006，《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博士论文 Part I），《经济研

究》，第 2 期，41(2) : 104-114 页 
【2】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 12 期，146-153 
【1】聂辉华，2003，《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硕士论文 Part II），《经

济研究》，第 8 期，39(8): 64-69 页 
 
其他论文  
【41】方明月、张雨潇、聂辉华，2018，《中小民营企业成为僵尸企业之谜》，《学术月刊》，  

接受发表 
【40】聂辉华，2018，《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第2期 
【39】聂辉华、李琛、吴佳妮，2017，《监管体制、政治制度与矿难：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

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9期 
【38】聂辉华，2017，《产业政策的有效边界和微观基础》，《学习与探索》，第8期。 

【37】聂辉华，2017，《契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分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契

约理论的分歧和融合》，《新华文摘》，2017年第12期转载） 
【36】聂辉华，2016，《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阅江学刊》，第6期 
【35】聂辉华、阮睿、李琛，2016，《从完全契约理论到不完全契约理论——2016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评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2期 
【34】聂辉华，江艇，张雨潇，方明月，2016，《我国僵尸企业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宏

观经济管理》，第9期 
【33】Nie, Huihua, Chen Li, Chaofan Ma, 2016, “Why Chinese Anti-Corruption has Not Yet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Socialomics, 5. 
【32】Nie, Huihua, Mengqi Wang, 2016, “Are Foreign Monks Better at Chanting? The Effect of 

“Airborne” SDICs on Anti-corrup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4(1): 19-38. 
【31】聂辉华，2015，《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以煤矿安全为例》，《教学与研究》，

第7期 
【30】方明月、聂辉华，2015，《腐败对企业契约实施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经

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29】党力、聂辉华和尹振东，2014，《大部制还是小部制：不完全契约的视角》，《世界经

济文汇》，第5期 
【28】聂辉华、王梦琦，2014，《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 2003-2013年中国厅级

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27】吕冰洋、聂辉华，2014，《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第7期 
【26】聂辉华、张彧、江艇，2014，《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

科学》，第5期 
【25】聂辉华，2014，《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评论》，第1期 
【24】郑辛迎、方明月和聂辉华，2014，《市场范围、制度质量和企业一体化：来自中国制

造业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23】郑辛迎、聂辉华，2013，《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政

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22】聂辉华、李翘楚，2013，《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以“政企合谋”为视角》，

《教学与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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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聂辉华、邹肇芸，2012，《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国际经济评论》，

第 6 期 
【20】Wang, Xianghong, and Huihua Nie, 2012,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in 

China: A Firm Level Study”,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 (LERA), 
Proceedings of the 64th Annual Meeting, p92-102 

【19】尹振东、聂辉华、桂林，2011，《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政企关系的视角》，《世

界经济文汇》，第 6 期 
【18】聂辉华，2011，《对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思考：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17】聂辉华，2011，《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转变》，《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16】方明月、聂辉华，2010，《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齐夫定律的视角》，《产

业经济评论》，第 9 卷，第 2 辑 
【15】方明月、聂辉华，2008，《企业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考察》，《南开经济研究》，第 6

期 
【14】聂辉华、李金波，2008，《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车身－通用

汽车案例的全面考察》，《经济学家》，第 4 期 
【13】聂辉华等，2008，《竞争还是产权？——对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经验考察》，《教学与

研究》，第 1 期 
【12】聂辉华、杨其静，2007，《产权理论遭遇的挑战及其演变——基于 2000 年以来的最新

文献》，《南开经济研究》，第 4 期 
【11】聂辉华、李文彬，2006，《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河南社会科学》，第 4

期 
【10】聂辉华，2005，《企业布局脑体分离法》，《商界－中国商业评论》，第 3 期 
【9】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第 1 期 
【8】李海舰、聂辉华，2004，《论企业与市场的相互融合》，《中国工业经济》，第 8 期 
【7】聂辉华，2003，《企业的本质：一个前沿综述》（硕士论文 Part I），《产业经济评论》，

第 2 卷，第 2 辑 
【6】李海舰、聂辉华，2003，《现代企业的脑体产业分离发展》，《中国经贸导刊》，第 15

期 
【5】李海舰、聂辉华，2002，《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

国工业经济》，第 12 期 
【4】李海舰、聂辉华，2002，《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

9 期 
【3】聂辉华，2002，《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经济科学》，第3

期 
【2】聂辉华、李海舰，2002，《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1】聂辉华，1999，《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经济学家》，第 3 期 
 

工作论文 
Jia, Ruixue, Huihua Nie, Wei Xiao, 2018, “Powe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cademia” 
尹振东、聂辉华，2017，《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对新常态的经济解释》，审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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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潇、方明月、江艇和聂辉华，2017，《官员任期与僵尸企业》，审稿中 
聂辉华、王梦琦，2015，《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空降”纪委书记对反腐败的影响》 
Nie, Huihua and Zhao, Huainan, 2015,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mployee Death: Evidence from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69185 
Nie, Huihua, Ting Jiang, and Rudai Yang, 2013,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23998 

Nie, Huihua, and Ruixue Jia, 2011,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Li, Jinbo, Huihua Nie, and Shen Ji, 2010, Team Signaling and Collective Reput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Optimal Sharing Rule,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529531 

 

著作/译著/章节 
Nie, Huihua, Ting Jiang, Yuxiao Zhang, Mingyue Fang, 2018, China's Zombie Firms: Cause, 

Consequence, and Cure,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Nie, Huihua, 2017, Collusi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 Reflection on the 

China Model, Translated by Haifeng Li and Ping Che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聂辉华、江艇、张雨潇和方明月，《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现状、原因和对策》，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6年 
刘小鲁、聂辉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混得怎么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 
聂辉华，《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聂辉华、仝志辉，《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聂辉华，《时代呼呼“改革经学”》，收入《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青年改

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年 
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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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济学的“黑洞”》，《经济学家茶座》2004 年第 4 辑，总第 18 辑  
《王小石事件：凭什么让证监会背黑锅？》，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24 期（新华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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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网转载）  
《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23 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网站日文转载）  
《江南日记》，《经济学消息报》2004 年 11 月 19 日（No.620）第四版  
《“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22 期（新华网、搜狐网转载）  
《“上海办证”与传媒造假》，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21 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史美伦：制度先遣者的代价》，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20 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理性看待“郎咸平事件”》，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19 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统计与猫》，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18 期  
《定价的学问》，与聂爱华合作，《经济学消息报》2004 年 8 月 27 日（总第 608 期）  
《童年的梦》，《经济学家茶座》2004 年第 3 辑（卷首语），总第 17 辑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经济学家茶座》2004 年第 3 辑，总第 17 辑  
《德隆事件拷问学者良知》，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16 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车牌拍卖：上海市叫板商务部的背后》，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13 期（新华网、新浪

网转载）  
《质疑无偿献血制度》，新华社《环球》2004 年第 12 期（被《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报道）  
《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培育企业家》，聂辉华、李海华，《经济晚报》2004 年 4 月 26 日 16 版  
《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经济学家茶座》2004 年第 1 辑，总第 15 辑  
《天妒英才杨小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 年 12 月 12 日  
《另类新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逐利行为》，新华社《环球》2003 年第 22 期（《读者》2004

年第 3 期转载）  
《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 年第 4 辑，总第 14 辑  
《南海目击与假说》，聂辉华、聂建华，《经济学消息报》2003 年 5 月 30 日 7 版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2003 年第 2 辑，总第 12 辑，收入《经

济学家茶座》精华本  
《校园爱情：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聂辉华、刘光谱，《经济学家茶座》2002 年第 4 辑，总

第 10 辑，收入《婚姻爱情经济学》  
《虚弱的多数》，《改革与理论》2002 年第 7 期  
《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 年 4 月 26 日头版  
《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家准备好了吗？》，《经济研究资料》2002 年第 3 期  
《重庆与普通话》，《经济学消息报》2001 年 11 月 16 日（NO.463） 
《手机选号费：到底该不该取消？》，《改革与理论》2001 年第 11 期 
《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2001 年 9 月 14 日（NO.454） 
《从清华北大教育拨款谈起》，《经济学消息报》1999 年 7 月 16 日（NO.341） 
 

主持课题/学术活动 
课题  

2015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矿难的原因与治理机制：基于大样本企业

数据的实证分析”（71572190） 
2013 年，主持中央组织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制度质量对政企关系和企业发展的影响：

理论和实证” 
2012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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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YJC790143） 
2011 年，主持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委托课题“物联网及云计算产业发展环境推动研

究项目——移动互联网和车联网产业价值与制度研究” 
2011 年，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课题“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和企业博弈” 
2009 年，主持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助课题“契约失灵的原因以及治理方

式”（200903） 
2007 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中投资效率悖论的解释”

（06XNB023） 
 

会议  
2017年10月14日，参加复旦大学腐败与官员治理学术研讨会，上海 

2017年8月12日，参加第五届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7年6月24日，参加东北财经大学行为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政治经济学十人

谈”，大连 

“Anti-Globalization Risks and Their Impacts in the East Asia Time Zone” Workshop, Mar. 14, 
2017, Kobe University, Japan 

“Trade & Offshoring in East Asia and Other Time Zones” Workshop, Nov.15, 2015, Kobe 
University, Japan 

“The 1st Annual Xiam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May 18-19, 2013, Xiamen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2nd -5th, April, 2013,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Grossman and Hart at 25” conference, June 24-26, 2011, Brussels, Belgium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resented on 

CES China Conference, June 17-19, 2011, Beijing, China 
“Does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Necessarily Lead to Inefficient Specific Investment?”, 

presented on CES China Conference, July 28-30th, 2007, Changsha , Hunan , China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Fi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Jinbo Li, presented on 2006 Far Easter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July 9th-12th,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 Supplement to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ramarginal Analysis and Chinese Economy,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Macau University, 
14-15th, July, 2002 

2016年11月4-5日，参加第四届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并致辞。 
2016年9月21日，参加北京大学中国治理模式研讨会，并报告论文《新官上任“撇油脂”：

官员任期与僵尸企业》。 
2016年6月29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芝加哥大学国家治理国际研讨会，并发表题为《中国的

煤矿治理：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演讲。 
2016年6月28日，参加中欧廉政智库高级论坛，并发表题为《为什么中国的反腐败政策还没

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演讲。 
2014年7月24日，组织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反腐败与国家治理暨改革研究中心

年度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发布会”，介绍报告内容并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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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14年4月，参加“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宣读论文，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2012年9月，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湖北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2012年9月，参加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浙江省德清县 
2012年6月，组织首届“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9月，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并宣读论文，沈阳辽宁大学 
2011年7月，参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宣读论文，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4月，参加《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年会并担任经济单元主持人，

哈佛大学 
2009年6月，主持第一次“微观经济理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6月，参加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中山大学 
2008年11月，参加首届中国经济金融和管理论坛并宣读论文，深圳大学 
2008年10月，参加“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并担任嘉宾，北京大学CCER 
2008年10月，参加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复旦大学 
2007年12月，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南开大学 
2005 年 9 月，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宣读论文，大连市东北财经大学 
2005 年 10 月，参加北京 2005 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宣读论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学术报告/授课  
2017年 10月 8日，在江西省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做报告“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问题”，

南昌市。 

2017 年 9 月 23 日，在河北省邢台县为全县 1800 名干部做报告“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邢台。 
2017 年 9 月 14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做报告“从政企合谋走向政企合

作”，长春。 
2017 年 7 月 2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做报告“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周期”，

北京。 
2017 年 7 月 19、21 日，为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国企高管班讲授“中国僵尸企业的现状、原因

与对策”，北京。 
2017 年 7 月 12 日，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做报告“从政企合谋走向政企合作”，济南。 
2017, February 14,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江西省崇仁县企业家能力提升班讲授“博

弈论、西游记与管理智慧”，北京。 

2017 年 1 月 10 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会计系师生做报告“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

谜的新视角”。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治理研究所做报告“政企合谋：理

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 
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管理学专业师生做报告“政企合谋：解

开中国之谜的钥匙”。 
2016 年 11 月 21 日，在对外经贸大学为大学生做公开讲座“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2016 年 11 月 19 日，在北京交通大学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6 年会做大会特邀报告“从政

企合谋走向政企合作”。 
2016 年 11 月 11-12 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给“会计领军人才”班讲授“契约理论及其对

中国改革的启示——解读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博弈论、西游记与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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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4 日，在广东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做报告“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

的新视角”。 

2016 年 9 月 22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央企总部参加“中央企业‘僵尸与特困企业’

处置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僵尸企业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2016 年 7 月 20 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给“全国会计领军人才”班讲授“博弈论、西游记

与管理智慧”。 
2016 年 7 月 15、16 日，在江西省南昌大学给经管学院暑期学校讲授“政企合谋与腐败”。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 MBA 班讲课，题目为“博弈论、西游记与管理

智慧”。 
2016 年 6 月 17 日，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做讲座“政企合谋：解开中国之谜的

钥匙”。 
2016 年 6 月 16 日，在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做讲座“中国的腐败：理论、证据与政策”。 
2016 年 5 月 4 日，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做讲座“博弈论、西游记与三体”。 
2016 年 4 月 15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为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党团系统培训班讲课，题目为“博

弈论、西游记与管理智慧——精华版”。 
2015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先后做讲座“博弈论、西游

记和三体”以及“腐败、官员激励和经济增长”。 
2015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在郑州为中国银行系统党团系统培训班讲课，题目为《博弈论、

西游记和管理智慧》之一“团队建设”和之二“激励机制”。 
2015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在中国社科院为博士课程班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在青岛为中国银行系统团委书记培训班讲课，题目为《博弈论、

西游记和管理智慧》之一“团队建设”和之三“绩效考核”。 
2015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在北京佐佑管理咨询公司演讲，题目为《博弈论、西游记和管理

智慧——绩效考核》，并与管理咨询专家就绩效考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5 年 9 月 19 日晚上，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国发院名师讲座”系列之一，演讲题目为“博

弈论、西游记和三体” 
2015 年 7 月 23 日下午，在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中国的腐败：理论、证据与政策”。 
2015 年 7 月 22 日下午，在湘潭大学商学院做讲座“政企合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2015 年 7 月 21-22 日，在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现代计量前沿方法及应用研究”研究生暑

期学校做两次讲座，主题分别是“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前沿进展”和“如何创作经济学论

文”。 
2015 年 4 月 11 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首届“官员激励与治理绩效工作坊”上报告论文“外

来的和尚会念经？——“空降”纪委书记对反腐败的影响”。 
2015 年 4 月 3 日，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YES 特别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如何将学术研究

与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的演讲。 
2014 年 12 月 19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政企合谋：理解中国模式的钥匙”。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14 期天则双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政企合谋：

理解中国模式的钥匙”的演讲。 
2014 年 11 月 10 日，在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做讲座“政企合谋：理解中国模式的钥匙”。 
2014 年 11 月 6 日，为北京市发改委做讲座“新规制经济学及其对国企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融

资的启示”。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做讲座“政企合谋：理解中国模式

的钥匙”。 
2014, April 30,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mployee Death: Evidence from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报告论文“Financial Leverage 

and Employee Death: Evidence from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2014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讲座“腐败经济学前沿综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做讲座“Leverage and Employee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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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rom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中国地区制度质量与 FDI 所有权形式” 
2013 年 5 月 9 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学生做讲座“政企合谋与经济增

长：两篇论文”。 
2013 年 5 月 8 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为本科生做讲座“从制度经济学反思

中国改革”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

制”。 
2013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3 年 3 月 22 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为“产业经济学前沿”课程讲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和应用”。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制”。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2 年 5 月 25 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为本科上做讲座“从契约理论思考中

国改革”，为教师及研究生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 年 11 月 27 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班讲授“组织经济学前沿——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seminar 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 年 5 月 25 日，赴北京密云县为中航工业集团中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某干部培训班讲

授“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最优薪酬设计”。 
2011 年 4 月 6 日，赴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2011 年 3 月 23 日，在人大财金学院“财税论坛”报告论文“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2011 年 3 月 9 日，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

置”。 
2010, March 30, “Hold-up, Property Rights, and Reputation”, Brow-bag semina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年 6 月 3 日，赴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做讲座“生动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论文”。 
2008 年 10 月 10 日，赴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做讲座“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组

织治理”。 
2008 年 10 月，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培训班讲授“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 
2008 年 7 月，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培训班讲授“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2008 年 3 月 18 日，赴对外经贸大学做讲座“直面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谈谈如何写作经济

学论文”。 
2007 年 10 月，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培训班讲授“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

用”。 
2007 年 6 月 13 日，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研究生报告“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 
2006 年 12 月 25 日，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 
2005 年 10 月，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做题为“契约理论及其在组织中的应用”的讲

座。 
2005 年 8 月，为湖南湘潭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试验班讲授暑期课程“新制度经济学”。 
2004 年 12 月，赴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做题为“国有企业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讲座。 
2003 年 11 月，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题为“企业理论与产权理论”的讲座。 
 
更新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