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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简历 

 

中国北京          电话：+86 10 62773737 
清华大学          传真：+86 10 62785876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电子邮箱:baichn@sem.tsinghua.edu.cn 

邮编：100084 

 

学术职务： 

 

2018.8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24.1起，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022.9起，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9.5起，清华大学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院长。 

2016.7.-2018.8，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2009.6-2016.7，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8.1起，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 

2005.1-2016.7，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 

2004.10-2024.1，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Mansfield Freeman弗里曼讲席教授 

2004.7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02.4-2004.7，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999.9-2004.7，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 

1992.9-1999.6，美国波士顿学院，助理教授。 

 

2013.7-2014.1，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 

 

其他职务： 

 

2022.12-，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十三届副主席。 

2021.6-，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2020.5-2024.9，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1.8-2012.12，挂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2006.11-2007.10，布鲁金斯学会 non-resident 高级研究员。 

 

学历：  

 

1988.8-1992.8，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于 1993 年 6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7-1988.7，美国斯坦佛大学统计系访问学生。  

1985.9-1988.7，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系，获数学博士学位。 

1983.7-1985.8，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没有读完学位）。 

1979.9-1983.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及郭沫若奖。  

 

获奖情况: 

 
· 中国科技大学郭沫若奖学金 

· 哈佛大学哈佛奖学金 

· 哈佛大学 Shaw Fellowship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6年） 

·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7年） 

· 首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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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2008 年度） 

· 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2008-2009学年度） 

· 北京市优秀教师（2009年） 

· 第五届（200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研究报告

二等奖“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使用单位：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原产

业政策司），使用时间：2006年 6月 

· 指导的博士论文获得第四届 “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份额研究》，钱震杰，2009年）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 

· 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2年） 

· 腾讯最受网友关注经济学家（2012年） 

· 第九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3 年） 

·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通识

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奖者中本人排

名第二，2013-2014） 

· 2005-2010连续五学年被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评选为良师益友（第八、九、十、十一、

十二届） 

· 2014被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评选为良师益友（第十四届） 

· 中国大陆作者发表于所有 Elsevier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期刊里的文章中在 2004至

2008年间被引用次数最多者 

· 列入 Elsevier发布的 2014-2021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 

·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4年杰出论文奖 

· 在《经济学家周报》举办的《2014年经济学人》评选中荣获年度十大著名经济学家称

号 

· 被中国全面小康论坛评选为 2015年中国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 

· 第七届（2015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二等奖“医

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发表于《经济研究》2012年第二期 

·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016年） 

· 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2016 年度） 

· 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2018 年度） 

· 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8位获奖者之一（2019年） 

· 由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 2019“年度影响力人物”荣登“2019年度经济学家”（2019

年） 

· 202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 2023年荣获由中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务办组织每 5年评选一次的“中国侨界杰出人物” 

· 2023年荣获首届“胡乃武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优秀成果奖”  

· 2024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Boosting Pension 

Enroll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y Example: a Field Experiment on 

Information Provision (通过“示例”提高养老保险参与率与居民消费水平：一个信

息提供的田野实验)”，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1年 5月

第 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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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兼职： 

 

学会职务： 

 

2022.11-，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Schools 

AAPBS）主席。 

2019.10-，中国财政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暨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6.5-，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 

2021.7-，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 

2015.4-2019.10，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暨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4.6-2021.7，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成

员。 

2003.9-2004.8，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学术出版委员会成员。 

2001.9-2003.8，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理事。 

 

学术期刊职务： 

 

2012-，《经济研究》，编委。 

2009-，《金融研究》，编委。 

2006-2008，2011-2013,《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编委。 

2004-2006，《比较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编委。 

2001-，《中国经济评论》 (China Economic Review) ，编委。 

2000-，《经济金融年刊》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编委。 

《南开经济研究》，编委。 

《劳动经济研究》，编委。 

曾任《新金融评论》、《金融评论》、《中国金融评论》和《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编委。 

 

2008-，《世界经济文汇》，学术顾问。  

2001-，《经济学（季刊）》，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比较经济学杂志》客座编辑。 

 

学术顾问/学术委员： 

 

2013-，巴塞罗那经济研究生院科学委员会成员（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Council of 

the 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公共服务： 

 

2024.7-，“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2023.3-，全国政协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2022.6-，首都统战智库联合会会长。 

2021.1-, 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2019.7-2024.9，第五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2019.4-2024.7，“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2019.1-，中国经济 50人论坛学术委员。 

2018.9-2024.8，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8.3-2023.3，全国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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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022.11，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2017.2-，中国金融 40人论坛学术委员。 

2015.6-2018.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15.10-2022.10，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 

2014.5-2019.4,“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2015.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014.11-2018.11，中关村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2013.3-2018.3，全国政协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2012.12-，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2013.5-2023.5，中国民主建国会经济委员会主任。 

2013.2-，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 

2012.7-，国家税务总局特邀税收评论员。 

2011.5-2015.5，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1.1-，中国金融 40人论坛成员。 

2011.12-，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 

2009.10-，中国经济 50人论坛成员。 

 

学术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

济。 

 

主要研究项目： 

 

· 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落实情况评

估”，2023.3。 

· 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平台经济与灵活就业研究”，2022.12-

2023.11。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问题研

究”，2022.12-2023.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负责人）。“度量中国的产业政

策并在一个统一的量化框架内评估其效果”，2023.1-2026.12。 

·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绿电交易、碳交易与碳边境调节机制协同

优化策略研究”，2022.11-2023.10。 

·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决算审查室（负责人）。“政府债务法立法研究”，

2022.7-2022.10。 

·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负责人）。“中央企业重组整合案例研究”，2022.7-

2022.12。 

·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国际合作专项（负责人）。“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

联合研究中心”，2022.6-2024.6。 

·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项目（负责人）。“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影响因

素研究”，2022 年。 

·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林业碳汇问题

研究”，2021.12-2022.7。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2021 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和编制项目”，

2021.12-2022.5。 

· 中证金融研究院项目（负责人）。“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研究”，2021.12-2022.3。 

·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项目（负责人）。“构建科创链、产业链、资本

链、人才链”，2021年。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2020 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和编制项目”，

2020.11-2021.5。 

·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项目（负责人）。“运用区域行业间投入产出模型开展

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量化分析”，2020.6-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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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 “2019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和编制项目”，

2019.9-2020.5。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下支持和鼓励补充保障发

展行动方案重点问题研究”，2019年。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 “2018 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和编制项

目 ”，2018.10-2019.6。 

·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项目（负责人）。“基于增值税发票数据的投入产出分

析与应用”，2017.12-2018.12。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 “2017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服务项目”，

2017.10-2018.6。 

· 财政部税政司项目（负责人）。“营改增的经济效应研究”，2017 年。 

· 财政部税政司项目（负责人）。“我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2017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英 NSFC-ESRC 项目（负责人）。“中国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对

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影响”，2017.1-2019.12。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广东自贸试验区一年半建设情况第三方评估服务采购项

目”，2016.11-2017.4。 

·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研究和编制服务项目”，

2016.11-2017.9。。 

· 北京市财政局项目（负责人）。“北京市地方政府债务”，2016-2017。 

· 农业部办公厅项目（负责人）。“三农问题中的财政体制和政府激励机制”，2016.1-

2016.12。 

· 广东省商务厅项目（负责人）。“广东自贸试验区半年建设情况第三方评估服务采购

项目”，2015年。 

· 河北省综合治税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负责人）。“河北省税收预测”，2015年。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负责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2015.1-2016.5。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项目（负责人）。“广东碳排放峰值研究”，

2014.7-2015.12。 

· 工业与信息化部财务司项目（负责人）。“基于田野实验的居民养老保险收入预期与

消费关系研究”，2014.1-2015.12。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之子课

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第一执笔人,2013.3 - 2014.1。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之子课

题《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第二执笔人,2013.3 - 2014.1。 

·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项目（负责人）。“价格因素影响税收收入的机制与效

应分析”，2013 年。 

· 世界银行：由世界银行行长任命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独立评审专家组

（Independent Panel for the Doing Business Review）”,2012-2013。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项目（负责人），“公车改革方案咨询论

证研究”，2011 年。 

· 北京市财政局项目（负责人）。“北京市增值税扩围改革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影响”，

2011年。 

· 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支援财政部项目（Team Leader）。“Fiscal Policy Support for 

the Health Sector Reforms”，2010-2012 年。 

·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主持人），“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设计及其对经济，环境，

社会方面的影响分析”，2010.7-2012.12。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主持人）。“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

革方案研究，2010.11-2013.12。 

· 财政部税政司项目（主持人）。“中国税式支出的分类和支付规模估算方法研究”，

2009年。 

· 世界银行：“经济地理以及影响中国企业效益的地区因素”，2007.8.5-200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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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主持人）。“财税管理与政策-关于政府福利支出水平

的研究”，2007.1-2010.12年。 

· 清华大学“985 工程”办公室项目（主持人），“基于农户数据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评估”，2007年。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司项目（主持人）。“定州市、乡（镇）公共服务部

门改革研究”，2006年。 

· 世界银行：“中印经济崛起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 on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中“中国国内金融系统和国际资本流动（The domestic financial system 

and capital flows：China）”部分，2005.11-2006.8。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主持人)。“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2005年。 

· 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研究基金(主持人). “Understanding Industry 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May, 2004 – May, 2006. 

· 香港政府 RGC CERG 基金 HKU7210/03H (主持人). “Franchising as a nexus of 

incentive devices for production involving a brand name.”September, 2003 – 

August, 2005. 

· 香港大学 Seed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主持人). “The System of Incentives 

for Managers with Multitask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anuary, 2003 – December, 2004. 

· 世界银行：“腐败研究项目”，2003年。 

· 香港政府 RGC CERG 基金 HKUST6072/01H (参与者). “Ownership reform vs. 

managerial reform: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HK$674,000, August, 2001 - July, 2003. 

· 香港机场管理局：“用市场机制来分配机场起落权研究”，2001年。 

· 香港政府 RGC CERG 基金 HKU7135/00H (主持人). “Expropriation and incentives 

in team production.” August, 2000 - July, 2002. 

· 香港大学 CRCG grant (主持人). “Contract mixing in franchising.” December, 

1999 - November, 2001. 

· 世界银行：“转型国家公用事业部门管制研究”，1999年。 

 

著作目录： 

 

技术和新经济（Technology and the New Economy）：与阮志华共同编辑（包括书写引言

及结语），由 Robert Lucas Jr.作序，收集了 BoyanJovanovic and Peter Rousseau, 

Timothy Bresnahan and Franco Malerba, Danny Quah, Jeffrey Sachs and John 

McArthur, and Michael Woodford等人的文章, 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 2002年出版。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A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与张

琼合著，由 Routledge 出版社于 2017年出版。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英文： 

 

Entrepreneurial Reluctance: Talent and Firm Creation in China. (with Ruixue 
Jia, Hongbin Li, and Xin Wang), Economic Journal, October 2024.   

 

Boosting Pension Enroll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y Example: A Field 
Experiment on Information Provision. (with Wei Chi, Tracy Xiao Liu, Chao Tang 
and Jian Xu),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50,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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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 Inequality and China's Preferential Lending Policy. (with Qing Liu and 
Wen Ya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45, June 2020. 

 
Special De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Song),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34(2019): 341-379, 2020.  

 
The Long Shadow of China’s Fiscal Expansion. (with Chang-tai Hsieh, Michael 
Zheng So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pp.129-165, Fall 2016. 

 

D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Predict Undergraduate GPAs? A Tale of 
Two Universities.(with Wei Chi and XiaoyeQian),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632-
647, September 2014. 

 
Measuring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Problem with using Censored Data 
and its Rectification.(with Jie Mao and Qiong Zha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432–447, September 2014.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06.(with Wenkai Sun and Xianghong Wang),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6(1),pp 73-91,2014. 

 

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 A Tale of Two Cities. (with Qi Li and Min 
Ouya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80(1): 1-15, May 2014 (lead article of the 

issue).  

 

Health Insurance an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with Binzhen Wu),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 2): 450-69, 
May 2014.  

 

China’s Structural Adjustment from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erspective.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view, 1(1), 2012. 

 

Spatial Spillover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ith Hong Ma and 
Wenqing Pa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3(4): 982-990, 2012.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1978-2007. (with Zhenjie Qia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4): 650-670, 2010.  

 

Capital or Knowhow: The Role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with Jiangyong Lu and Zhigang Tao),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4): 
629-638, 2010.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s of Electricity, Highways,and 
Railways. (with Yingyi Q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1): 34–51, 

201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XXX, No. 4, 126-130,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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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e Predator, Who the Prey? —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 Zhenjie Qia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XXX, No. 4, 179-205, November 2009. 
 

Excludable Public Goods: Pricing and 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with Yi Lu 
and Zhigang Tao), Economics Letters, 103: 72–74, 2009. 

 

How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in China? (with Jiangyong Lu and Zhigang Ta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3): 453–470, 2009. 

 
Bureaucrat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with Zhigang Tao 
and Sarah T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2): 308–319, 2008.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with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61-101, 2006.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 Evidence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with Jiangyong Lu and Zhigang Tao),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4(4): 611–628, 2006.  

 
The Multitask Theory of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Jiangyong Lu and Zhigang Ta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6(2): 353-357, May 2006. 

 

How China’s Investment Climate Affects Performance of FIEs. (with Jiangyong Lu 
and Zhigang Tao), China Economist, the inaugurating issue, No. 1, March 2006.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Valuation in China. (with 
Qiao Liu, Joe Lu, Frank M. Song, and Junxi Zhang),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the inaugurating issue, 1(1): 83-111, January 2006.  

 
Incentives for CEOs with Multitasks: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Colin Xu),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3(3): 517-539, 
September 2005.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Valuation in China. (with Qiao Liu, Joe Lu, 
Frank M. Song, and Junxi Zh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4): 599-

616, December 2004. (该期首篇文章；该文的缩写版刊登在世界银行关于改革经济的通讯

“Beyond Transition”, Vol. 15, No. 1, pp: 8-9, October-December, 2004, 以及俄

国转型经济通讯“Russian Transition Newsletter”, pp: 1, 4-7, October-December, 

2004；该文为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在 2005-2009年间发表的文章中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 10篇之一，也是同期被下载次数最多的 10篇之一，为发表于所有 Elsevier出

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期刊里的文章中在 2004至 2008年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中国大陆作者。) 

 

Revenue Sharing and Control Rights in Team Production: Theories and Evidence 
from Joint Ventures. (with Zhigang Tao and Changqi Wu),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5(2): 277-305, Summer 2004.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with Yingjuan Du, Zhigang Tao, and Sarah To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3(2): 397-417, Augus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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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pecific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with 
Yijiang Wa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1(3), July 2003.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Optimal Taxation.(with David Li, Yingyi Qian, and 
Yijiang Wang), Economics Letters, 70(2): 245-251, February 2001.  

 
A Multi-Task Theory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Reform.(with David Li, Zhigang Tao, 
and Yijiang W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4), December 2000.  

 

Capital Structure and Product Market Strategy. (with Shan Li),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2), November 2000.  

 
Contract Mixing in Franchising as a Mechanism for Public Good Provision.(with 
Zhigang Tao),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9(1), Spring 2000.  

 

The Myth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oft 
Budgets. (with Yijiang Wa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 May 1999.  

 

Efficiency Losses from Tax Distortions vs. Government Control. (with Roger H. 
Gordon and David Li),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4-6), April 1999.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with Yijiang W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1), March 1998.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1), March 1998. 

 

Earnings Profile and Monitoring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Economics 
Letters, 57(2), December 1997.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with David Li 
and Yijiang W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4(3), June 1997.   
 
Hyperaccuracy of Bootstrap Based Prediction, (with Peter Bickel and Richard 
Olshen), in Probability in Banach Spaces 7, Progress in Probability, 

Birkhauser, 1990. 

 

Discussion of "Theoretical Comparison of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s,” by 
Peter Hall, (with Richard Olshen), Annals of Statistics, 16, 1988. 
 

中文： 

 

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产业的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29-40页。（与杜颖娟，陶志刚和仝月婷合作，英文版由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于

2004年8月发表。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6期转载。） 

 

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效益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82-89

页。（与路江涌和陶志刚合作。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企业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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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81-91页。（与刘俏，陆

洲，宋敏，和张俊喜合作。） 
 

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3期，605-622页。（与路

江涌，陶志刚合作，英文版将由Economics of Transition发表。） 
 

国有企业改制动因的实证研究。经济学报，2005年，第1卷第1辑，150-167页。（与路江

涌，陶志刚合作。） 

 

影响中国各地区生产专业化程度的经济及行政整合的因素。经济学报，2005年，第 1卷第

2辑，19-28页。（与陶志刚，仝月婷合作。）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比较，第 21 辑，2005 年 11 月，1-8 页（该卷开篇文章）。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4-13页。（该卷首篇文章,

与路江涌，陶志刚合作。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企业管理研究》2006年第11期转载。）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46-49页。（与路江涌，陶志刚

合作。由《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文章改写。） 

 

中国封闭式基金价格折扣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6年第10期，36-48页。（与董超合

作。）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较，第 28 辑，2007 年 1 月，1-22 页（与钱颖一，谢长泰合作，该

卷首篇文章，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2008 年度））。 

 

法治、政府干预与服务业发展。比较，第 29辑，2007年 3月。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51-64页。（与汪德华，张

再金合作，2008年获得首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43-57。（与孙文凯，路江涌合作。） 

 

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变更的因素分析与实证检验。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76-89。

（与赵震宇，杨之曙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回顾与反思。比较，第32辑，2007年9月。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第 32辑，2007年 9 月。（与汪德华

和张琼合作。） 

 

政府税收对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11期，48-56。（与

赵震宇合作。）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医疗部门？比较，第 36辑，2008年 6月。（与汪德华合作。）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16-28页。（与钱震

杰，武康平合作。） 

 



白重恩  更新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11 / 14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27-41页。（与钱

震杰合作。） 

 

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9年第4期，137-147页。（与钱震杰合作。） 

 

谁挤占了居民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99-115

页。（与钱震杰合作,2012年获得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事实，原因和对策。比较，第 45辑，2009年 12 月。（与钱震杰合

作。） 

 

公共财政促进结构转变的若干问题。比较，第 48辑，2010年 6月。（与汪德华和钱震杰

合作。） 

 

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 年第 12 

期，3-27页。（与钱震杰合作，该期首篇文章。）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 , 2011年第 1期，28-42页。（与

孙文凯和谢沛初合作。）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10(3)：799-820，

2011。（与王鑫和钟笑寒合作。）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经济研究，2011增 3期，75-87页。

（与毛捷和汪德华合作。）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经济研究，2012年第 2期，41-53页。

（与李宏彬和吴斌珍合作。） 

 

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基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 4期。（与毛捷和汪德华合作。） 

 

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8期。（与吴斌珍和金

烨合作。） 

 

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比较，第 73辑，1-26页，2014年 8月。（与张琼合作，该

卷开篇文章，获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2016 年度）。） 

 

制度并轨预期与遵从度：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4 年第 9 期，

119-145 页。（与赵静和毛捷合作。）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 10期，3-30 页。（与张琼合

作，该期开篇文章。） 

 

中国生产率估计及其波动分解。世界经济，2015年第 12期，3-28页。（与张琼合作，该

期开篇文章。） 
 

中国隐性收入规模估计——基于扩展消费支出模型及数据的解读。经济研究，2015 年第 6

期，4-18 页。（与唐燕华和张琼合作，该期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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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

2017 年第 4 期，1-27 页。（与张琼合作。） 

 

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来自中国国道主干线的证据。世界经济，2018 年第 1 期，101-122

页。（与冀东星合作。） 

 

“特事特办”：中国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基础。比较，2021年第一期，总第 112辑，

138-156页。（与谢长泰、宋铮和王鑫合作。）  

 

迈向 203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产业变迁。比较，第 125辑，1-24 页，2023年 5

月。（与张琼、吴斌珍和李艳合作，该期开篇文章。） 

 

减税激励、企业规模与资本劳动比。经济学报，2023年第 1期，162-192 页。（与李艳、

王康宁和陈斌开合作。） 

 

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与财政政策。比较，第 1辑，总第 130辑，126-148页，2024年 3月。

（与汪德华和毛捷合作）。 

 

书中章节： 

 

Thriving on a Tilted Playing Field: China’s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the 
Reform Era, (with David Li and Yijiang Wang), pp. 97-121 in Nicolas Hope, 
Dennis Tao Yang, and Mu Yang Li eds,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回顾与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252-266 页，中国发展出版

社，2007 年。 

 

Comment on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State Capabilities in Latin 
America,” by Ernesto Stein and Mariano Tommasi; “Lowering the Cost of Capital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by Erik Berglof, Patrick Bolton, Sergei Guriev,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and “Privatization: What Have We Learned?” by 
Sergei Guriev and William Megginson, pp. 303-308 in 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Boris Pleskoviceds, “Beyong Tranisit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其它文章： 

 

【2013年后不再更新这部分内容】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新型城镇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 11月 11日第 24版。 

 

推动养老保障体制实现三个转变。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 09月 16日第 23版。 

 

财税体制改革的五大突破口。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 11月 11日第 023版。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亟待深化。人民日报，2012 年 11月 19日第 17版。 

 
增加劳动报酬的有效对策。《财经》杂志，2011年 02月 28日 。 

 

绸缪地震长远影响。《财经》杂志，2011年 03 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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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占比降低症结在行业垄断。人民日报，2010年 06月 01日。 

 

制度变革减少短期波动。人民日报，2010年 07 月 16日第 10版。 

 

打破垄断是优化经济结构关键。《财经》杂志，2009年 08月 03日 。 

 

关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递交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的研究报

告，2007年 9月。（课题组成员包括钱颖一、薛澜等） 

 
政府作用 ，法律环境与服务业发展。《财经》杂志，2007年 04月 10日 。 

 

政府投入、社会参与并举。人民日报，2007年 11月 8日第 15版。 

 

寻找存在的机制。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 10 月 22日第 040版。 

 

中国存在投资过度吗?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 02月 16日第 B01版。 

 

GDP数据冲击。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 01月 02日第 035版。 

 

新制度的三维空间。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 07月 25日第 031版。 

 
房产投机盛行，建立物业税体系一举多得。《财经》杂志，2005年 04月 19日。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经》杂志，2005年 05月 19日。 

 

学术讲演： 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加州

大学伯克利校区，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威士康新大学，波士顿大学，匹茨堡大学，南加

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加拿大女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莫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大学等做学术讲演。  

应邀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做学术讲演。 

 

重要学术会议： 

 

组织会议： 

 

【2016年后不再更新这部分内容】 

 

· 2015 年 5 月 22-23 日，清华-CAEPR 货币与财政政策研讨会 (2015 Tsinghua-CAEPR 

Conference o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 2014-2016，第一、二届 Tsinghua University-UC San Diego中国政治经济研讨会 

 

· 2013-2015，第一至三届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会议（ Tsinghua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 2012-2015，第一至四届清华大学货币政策研讨会（Monetary Policy in a Global 

Sett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croeconomics Policies and Business 

Cycles） 

 

· 2011年７月，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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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1，第一至四届 China Summer Economics Institute（第一届大连，其他届清

华大学） 

 

· 2014, 第七届 China Summer Economics Institute（清华大学） 

 

· 2011-2012，第一、二届 Public Finance Issues in China国际研讨会（清华大学） 

 

· 2009-2014，第一至六届 Tsinghua–Columbia Workshop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清华大学） 

 

· 2009-2016，第一至八届 Tsinghua Workshop in Econometrics（清华大学） 

 

· 2009-2016，第一至八届 Tsinghua Workshop in Macroeconomics（清华大学） 

 

· 2006 年 7 月 10-12 日，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远东会议（清华大学，担任主席兼程序委员

会和组委会共同主席） 

 

· 2005、2009，北京产业组织与管理战略国际研讨会（清华大学） 

 

· 2005年 11月 4-5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清华大学） 

 

· 2003年 12月 15-16日，中国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香港大学） 

 

参加会议： 

 

【2006年后不再更新这部分内容】 

 

2006 年世界银行东京 ABCDE, “财产保护与私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来自中国的证

据。”（与路江涌，陶志刚合作） 

 

欧洲经济学会第 20 届年会应邀讲演，“中国金融监管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2005 年 8

月。 

 

多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2006，2003，2000，1999，1998，1997)，计量经济学年会(2000，

1999，1997，1996)，美国经济法律年会(1999)，美国比较经济学年会(1997)，William 

Davidson 研究所转型经济学会议(2001，1999，1998， 1997)，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多

次)等国际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 

 

审稿服务： 

 
为下列期刊担任匿名审稿人：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Letter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