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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 

征稿启事 
 

 

一、大赛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历史的“中国奇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景目标。

无论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还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进程，都给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素材。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是时代赋予全国高校从事

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师生的使命。 

二、大赛组织 

为了激发全国高校师生研究和建设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热情，

培养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型人才，促进全国高校之间广泛的

学术交流和知识外溢，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等八家经济学院、以及中山

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 

本项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包括港澳台大学生）征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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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各领域优秀学术论文，于每年七月份进行现场学术论文比赛。

大赛成立“组织委员会”，每年评奖时设立“初评委员会”、“终评委

员会”。“组织委员会”从发起单位和其他高校中挑选具有高水平研究

能力的教师组成“初评委员会”，对征稿论文进行初选；邀请全国著

名经济学者组成“终评委员会”。 

三、大赛时间地点 

时间：首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定于 2021年 7月 9

日-12日。大赛论文投稿截止时间：2021年 6月 20日。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 

投稿与咨询邮箱：deveconstars@163.com 

四、大赛论文选题与评奖 

大赛论文选题方向选题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覆盖发展经济学各领域研究方向（见附件）。各方向选题

需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研究内容力争

创新。可提交中英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字数在 2万字以内。 

大赛初评环节评选出 50篇优秀论文进入现场报告，其中，本科

生组 20 篇、硕士生组 20 篇、博士生组 10 篇。“终评委员会”根据

现场报告评议裁决，产生一、二、三等奖论文与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奖

10 名。大赛发起单位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并向

支持本项赛事的学术期刊推荐优秀论文。支持期刊依据各自的审稿

标准从优秀论文中遴选论文优先评审、优先发表。 

mailto:deveconstar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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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赛论文提交要求 

1.参赛论文务必是未发表论文，否则无效。 

2.以 PDF和 WORD格式提交，附上个人信息作为封面说明，个人

信息是姓名、学校院系专业、年级、学号、指导教师、联系方式等。 

3.参赛论文可以合作，可以跨校合作，人数不限，但只能提交一

篇论文。 

3.提交论文本身，可提交中英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字数在 2万

字以内。 

4.通过初选的论文，论文作者务必到现场报告和答辩，否则失去

评奖机会。 

5.参赛结果现场公布。 

六、学术支持 

为了吸引全国大学生踊跃参加比赛，发起单位邀请《经济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世界经济》、《经济评

论》、《经济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政治经

济学评论》、《南方经济》、《改革》、《学术月刊》、《现代经济探

讨》、《天津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社会

科学战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中科科

技大学学报（社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南大商学评论》等二十多家学术期刊为本项赛事提供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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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组委会 

2020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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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方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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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经验与未来任务 

 

第三篇  结构转变 

第六章 二元经济发展 

第一节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二、拉尼斯—费模型 

三、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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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信息化发展及其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第八章 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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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四、土地制度与农场规模 

五、中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农业发展政策 

一、农村金融制度与政策 

二、农产品价格政策 

三、农村公共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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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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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二、增长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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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梯度转移理论 

四、空间经济理论 

第二节  中国区域发展过程和战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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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四篇  发展要素 

第十一章 人口与人力资源 

第一节 人口与发展 

一、发展阶段与人口转型 

二、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分析 

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四、转型中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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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二、发展中国家失业的多样性 

三、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及其原因 

四、发展中国家全面城乡就业战略 

第三节  人力资本形成 

一、人力资本概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战略 

三、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 

 

第十二章 资本形成与金融发展 

第一节  资本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资本与资本形成概念 

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中国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新时代投资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来源与途径 

一、储蓄类别及其决定因素 

二、发展中国家储蓄的来源与途径 

三、中国高储蓄率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三节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金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 

三、金融自由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中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十三章 技术进步与创新 

第一节  技术进步的含义及其分类 



11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 

二、技术进步的分类 

第二节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技术进步的度量方法 

二、技术进步贡献的实证分析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实现途径 

一、技术进步原理：创新与扩散 

二、技术转移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 

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和技术提升战略 

四、发展阶段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换 

第四节  中国技术进步方式与创新驱动发展 

一、实现技术进步方式的争论与现实选择 

二、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转换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四、中国创新型国家的构建 

 

第十四章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资源与经济发展 

一、自然资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荷兰病”与资源诅咒论 

三、自然资源的耗竭和合理利用 

第二节 环境与经济发展 

一、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三、环境退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四、环境治理的对策思路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 

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 

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与有效机制 

四、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思路 

 

第五篇  开放发展 

第十五章 国际贸易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 

一、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论 

二、剩余出路论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理论与实践 

一、贸易自由化理论及其批评 

二、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外贸与经济的影响 

三、中国贸易自由化体制改革与外贸的迅速发展 

第三节  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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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与政策 

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政策 

三、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协调 

四、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演变 

五、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格局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作为外贸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十六章 国际投资 

第一节  外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外资概念与分类 

二、两缺口模型及其评价 

三、双盈余模型与对外投资理论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借款与债务危机 

二、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 

第三节  中国的外资引进与对外投资 

一、中国引进外资的策略与政策 

二、中国外资引进规模与结构 

三、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四、中国对外投资趋势与动因 

五、开放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 

 

第六篇  制度、市场与政府 

第十七章 制度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的本质与起源 

二、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三、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体制改革的意义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一、制度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三、产权、契约与企业制度 

四、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评论 

第三节  中国的体制改革与转型 

一、中国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二、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新时代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第十八章 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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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市场失灵 

一、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 

第二节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二、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健全 

三、部分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四、促进长期增长 

第三节  政府失灵与政府效率的提升 

一、政府失灵的各种表现与产生的原因 

二、政府提升效率的能力与条件 

三、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第四节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新时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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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奖著作 

《新时代发展经济学》所阐述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我国在新常态下进入中等收

入发展阶段的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与学好用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话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九大重大创新主线展开讲解，针对我国在经济发展、改革过程中

面对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新思路和学理依据。书中重点阐述的发展经济学九大创新为：任务

的改变——由指导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发展引擎的转换——由外转内；需求主拉动力的调

整——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改革着力点转向——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增长原则的改变

——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增长路径改变——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改变——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二元结构现代化——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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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三农”发展；全球化地位的改变——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到以竞争优势主导全

球化。中国发展问题为导向讲中国故事，对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进行理论说明，具有重大影

响力。 

 

目录 

导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代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 

二、发展经济学家发展观的演变 

三、新时代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第一节 经济成长的阶段和经济起飞 

一、经济成长阶段 

二、经济起飞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新时代的重大发展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改变 

第三节 新时代发展的新理念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二、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 

三、新发展理念 

 

第二章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第一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一、多元的经济发展目标 

二、消除贫困和富裕人民 

第二节 共享发展的理念 

一、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共享发展的理念的内涵 

第三节 社会公平正义和反贫困 

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脱贫攻坚 

 

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一节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现代化含义的演进 

二、我国新时代现代化的特性 

三、”四化同步“的现代化 

第二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支撑系统 

…… 

第四章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方式 

第五章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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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增长的总需求拉动和扩大内需 

第七章 供给体系质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八章 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和科技创新体系 

第九章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工业现代化 

第十章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 

第十一章 区域经济发展和协调 

第十二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 

第十三章 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 

第十四章 经济发展的制度推动和市场化改革 

第十五章 经济发展的政府推动和调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