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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7 日。本中心致力于产业发展、

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及在职人员培训，旨在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

研究与教育的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协调。日本丰田汽车公

司为 CIDEG 提供无条件资助，特此致谢。

CIDEG简介

2008 年 11 月 23 日 CIDEG 第七次理事会 • 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合影

2014 年 3 月 29 日 CIDEG 第十四次学术委员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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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弘致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德地立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 教授

董长征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

仇保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秘书长

秦晓
博源基金会 理事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曲格平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理事长
东方环境研究院 院长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 前主席

理事会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首任院长

理事长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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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信因
丰田汽车公司 副社长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肖梦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副主编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谢维和
清华大学 副校长、教授

早川茂
丰田汽车公司 专务董事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 荣誉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 前主席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
联席主席

巴瑞 • 诺顿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教授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经济系系主任、弗里曼讲席教授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学术委员

藤本隆宏
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东京大学制造经营研究中心 主任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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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良嗣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教授、校长执行顾问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访问教授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院长

黄佩华
墨尔本大学现代汉学研究中心 主任

江小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副秘书长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钱易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谢德华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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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周大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高级专家

李万新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与追赶发展、创
新系统的演进、创新战略与工业分析、当代中国工业史

葛东升
日本东京大学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产品生产管理、供应模式管理、丰田生
产模式

崔之元
美国芝加哥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化、
宏观经济政策、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封凯栋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与追赶发展、创
新系统的演进、创新战略与工业分析、当代中国工业史

陈玲
清华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与创新政策、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
政策制定过程研究

曹静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经济与环境综合建模、气候变化与建模

研究团队
研究员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齐晔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可持续发展理论、
方法与政策

孟健军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东亚与中国经济、产业研
究与劳动经济学

巫永平
荷兰莱顿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政府与市场、产业政策、地方政府的产
业政策与区域发展、台湾研究

荣芳
美国马里兰大学 博士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
院 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经济、能源政策、气候变化政策、
城市规划与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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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慧
美国兰德公司政策研究生院 博士
美国兰德公司卫生经济研究中心 博士后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环境与健康，医疗体系与卫生服务研究

郑思齐
清华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副系主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房地产与住房经济
学

俞樵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货币与金融经济学、公共金融、国际金
融体系

戚淑芳
美国斯坦福大学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基础建设项目治理、制度环境对公共项目影响、公共项目之环境治理与效能

张永伟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 博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政策、区域发展和政府治理

赵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及政策过程研究

博士后

松田洋平 (2013.10-2014.07)

商务情报政策局情报经济科 副科长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和日本智慧城市的发展、
创新体系的转型

潘洁 (2014.04-2014.08)

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局 副局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 特约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行政、香港政治、环境决策

访问学者

史为夷 (2012-2013)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和比较政治学

Barry Naughton 
(2013.09-2013.11)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
究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与政治

研究员 （以姓氏字母顺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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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

浅野大介 (2011.08-2012.01)

日本经济产业省 政府官员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与自然资源政策研究、经济一体化
问题研究

申箐旻 (2010-201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业绩研究中心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能源创新、低碳城市研究

李光宰 (2011.09-2012.08)

韩国延世大学 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许晨妮 (2011.09-2012.07)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性别与发展、国际经济

宫下正己 (2012-2013)

日本经济产业省 政府官员
主要研究领域：日本、中国和美国硅谷的新兴工业生态
系统研究

吕孝礼 (2012-2013)

荷兰乌特勒之大学公共治理学院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危机管理

Elizabeth Wilson (2009-201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与法律、低碳能源管理系统

Matthew Kahn (2009-201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业绩研究中心 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能源创新、低碳城市研究

Jean-Marc Coicaud (2009)

联合国大学纽约联合国总部 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法律理论

Keith Florig (2008)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分析、风险沟通、可持续发展

Carine Milcent (2007-2008)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医疗保健系统、保险系统研究

Lawrence H. Goulder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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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Karen Eggleston (2007)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比较卫生保健体制、东亚尤其是中国
的卫生改革、政府和市场在卫生部门中的作用、支付
激励、卫生保健和医疗制度的生产效率，以及人口结
构变化的经济学

Dan Guttman (2006-2007)

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美国治理问题和能源法、中美治理问
题比较研究

研究团队
访问学者

主　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副 主 任
陈　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办公室主任
杨　楠

项目 • 媒体助理
潘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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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重大项目

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模式选择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陈清泰、吴敬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

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目标和要求，

随后深改组的成立、政府工作报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进一

步明确了。在此背景下，本项目从国有资产宏观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实现途径，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模式选

择三个部分，深入分析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理论障碍和实践难题，从

而探索解决方案并提出政策建议。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执行研究
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建华

本研究拟就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展

开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执

行情况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二是对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过程及其影

响因素的研究；三是关于地方政府环境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应急项目

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刘涛雄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中国产业政策转型。具体内容包括：1. 产业政

策的理论基础。2. 中国产业政策的形式与分布。3. 中国产业政策的政策

效果评估。4. 案例分析。5. 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对策建议。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
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陈健鹏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1. 全球环境监管理论的梳理；

2. 分析环境监管体制建设对中国监管体制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的启示；

3. 梳理（1973 年 -2013 年）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的演进过程；4. 实证

分析中国环境监管的绩效；5. 提出完善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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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项目回顾
领域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环境治理

追溯国际供应链中的中国碳排放（2013） 孟　渤 / 薛进军 / 王　直 
/ 高宇宁

社区环境治理的教训与经验研究（2011） 王　名 / 肖　梦

中日城市环境政策实践比较研究（2010） 孟健军

中国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2009） 胡鞍钢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及其效能分析（2006） 齐　晔

水俣教训研究（2013） 王　名

我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以京津冀地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例（2013） 王海芹

基础建设之环境治理研究（2011） 戚淑芳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对策的系列研究（2009） 荣　芳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与效能研究（2008） 齐　晔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2008） 胡鞍钢

中国城市增长的环境影响（2008） 郑思齐 / 曹　静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社会因素评价（2007） 李　强

环境因素对中国省际生产率的影响（2007） 郑京海

产业发展

企业发展环境：调查、评估、优化（2013） 张永伟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研究（2013） 张　帏 /Steven White

中国与美国的创新能力比较专家调研（2012） 王刚波 / 薛　澜 / 陈　玲

中国汽车能源战略研究（2011） 冯　飞

前沿创新与领跑型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研究（2011） 高世楫 / 张永伟

服务经济学经典译丛（2009） 江小涓

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延伸全球分工产业链及中国服务业的开
放式发展（2007） 江小涓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2006） 李善同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和政策研究（2012） 沈　华 / 史为夷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技术线路图（2012） 陈　玲 / 沈群红

迈向服务经济：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创新（2012） 江小涓

下一代的基础设施：愿景及发展途径（2012） 戚淑芳

中美科技创新体系与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2012） 张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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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技术选择的社会认知研究（2011） 戴亦欣

能源价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 CPI 的影响（2009） 李善同

中国低碳创新的国际比较与政策研究（2009） 陈　玲

促进我国汽车产业节能减排和竞争力提升的管制性政策与消费侧
政策综合研究（2008） 张永伟

* 中国高技术产品分类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2007） 薛　澜 / 张燕生

中外成品油价格比较研究（2007） 陈小洪

县级政府财政管理抽样调查分析（2007） 侯一麟

制度变迁

中国“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2013） 李　强

中国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研究（2012） 薛　澜

中国县级财政管理制度（2008） 侯一麟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2007） 白重恩 / 刘远立

中日城镇化政策比较研究和交流（2013） 德地立人 / 津上俊哉

日本特大地震应急管理体系研究（2011） 沈　华

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问题和对策（2011） 汝　鹏 / 薛　澜

全球治理体系新发展与二十国集团中（G20）中国的作用（2010） 张严冰

城中村改造：模式，挑战与突破（2010） 陶　然

医疗改革：金融安排、激励机制与竞争选择（2008） 俞　乔

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2007） 魏凤春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模式探讨（2007） 沈群红

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国际比较研究（2006） 孟健军

注： 表中黑体为重大课题，普通字体表示应急课题 
 * 外部资金支持项目



12       

● CIDEG 第十四次学术委员会议
2014 年 3 月 29 日全天，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

治理研究中心（CIDEG）第十四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2 会议室召开。学术委员会联席

主席青木昌彦教授主持会议，理事长陈清泰先生、联席主

席吴敬琏先生，以及巴瑞 • 诺顿（Barry Naughton）、

白重恩、德地立人、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高

世楫、胡鞍钢、江小涓、秦晓、王名、谢维和、薛澜、肖梦、

查道炯等理事、学术委员、CIDEG 项目负责人和丰田汽

车公司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致辞中，陈清泰理事长指出，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改革的总体方案，彰显了改革的态度和力度。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路径是三中全会之后的重

点工作，也是 CIDEG 的研究施展的空间。他希望学术委员们能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做好各方面的部署，做出

既有学术性又有政策性的研究成果，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

彦教授表示，不同领域的制度是相互补充的，CIDEG 作

为一个学术机构，要通过分析调查，判断出什么是最为

重要的制度。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指

出，中国改革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就是确定方向和目标，

第二是设计总体方案，第三是执行。前两步都已经较好

地实现了，目前的关键是执行。研究工作者和学者要在

这个推进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做出应有的努力。清华大学

副校长、CIDEG 学术委员谢维和教授代表校方高度评价

了 CIDEG 的研究工作，对学术委员们表示了感谢，也对

CIDEG 的发展提出了希望。

2014 年，CIDEG 主办或共同举办了多个影响卓越的国际学术会议和沙龙，其中 CIDEG 沙龙已经连续举

办了 115 期。今年的重要学术活动包括：

学术活动

学术委员会会议及高层恳谈会

● 高层恳谈会
2014 年 3 月 23 日，CIDEG 与《比较》杂志在北京长安俱乐部共同举办 CIDEG 高层沙龙，讨论中国经

济的未来走向及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特别是中国经济如何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国有企业债

务等挑战、以及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的现状与意义。参加此次对话的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CIDEG 学术委员季卫东教授，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彦主持了会议， 

CIDEG 理事长陈清泰、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中心主任薛澜、理事肖梦、德地立人、中心副主任陈玲等

人及丰田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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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7 日，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普林斯

顿大学助理教授 Rory Truex 博士在公共管理学院做了

题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性和责任性”的精

彩报告。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作为点评嘉宾发言。首

先，Truex 博士将代表性定义为代表为被代表者的利益

而行动，他使用自己建立的人大代表提案数据库与 The 

China Survey 的公众观点数据库，并用线性回归在省级

层面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随后，Truex 博士介

绍了公民如何评价人大代表，公共参与渠道是否有助于

提升公民对人大代表的印象，并设计了一个实验方法对

中国网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知道人大代表网站的选民对政府有更高的评价。在此基础上，Truex 博士围绕增

加信息、提供更多公共参与途径等方面为提高中国人大代表制度的代表性和责任性提出了建议，引起了与会师

生的积极讨论。

● CIDEG 第 112 期学术沙龙

Rory Truex：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性和责任性

2014 年 1 月 26 日，由 CIDEG 和明德公益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的 CIDEG • 明德“治理现代化学者沙龙：国

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和建构”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来自

知名学术机构与治理实践机构的 15 位公共政策领域专家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国

家治理能力的内涵和标准等问题各抒己见，对当前改革

启动和国家治理最本质、最紧迫的问题展开探讨。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主持了此

次沙龙。

进行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专家学者针对沙龙的核心问题分别阐述观点。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

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介绍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提出从单一的国家治理向三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即国家管理的模式、市场治理的模式和

社会自治的模式；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围绕社会治理、社会公共空间谈了自己的见解；上海师范大学萧

功秦教授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角度解读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认为国家治理有两个维

度：时间纬度和规律性维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安教授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老师从改革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的现代化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随后，与会专家还围

绕沙龙的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治理现代化学者沙龙：“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和建构”

改革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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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深刻而全面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为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财经》杂志社共同发起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针

对特定主题邀请权威专家发表见解，为问题研究提供交流平台，为相关决策提供研究支持。系列论坛将从务实

的角度，认真探讨当前全面改革启动后国家治理中的一些重大而紧迫问题；也从务虚的角度，在思想层面描绘

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形态。

该论坛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和清华大学创新发展与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共同承办，由联办财经研究院和财经网协办。

2014 年 3 月 15 日下午，清华 -《财经》“现代

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1——人大治理创新在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和副主任陈玲博士出席了论坛。

论坛上半场的主题是“人大制度的创新”。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以“推动人大制度的理论创

新与实践创新”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清华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所孙哲教授以“西方议会发展对中国人大改革的

启迪”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钱易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

论坛下半场的主题是“人大预算制度改革”。原国

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以“从

人大制度建设看财税改革”为题，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

文教授以“中国预算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展望” 为题先后

进行了主旨演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有强教授和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黄石松分别进

行了精彩点评。

● 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1“人大治理创新”

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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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18 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财经》杂志社共同发起的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

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2——“邻避困境，如何突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举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首先致辞。论坛上半场主题为“邻避”困境的现状首先

发言的是武汉市民岳忠义，他曾参与武汉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抵抗运动，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武汉垃圾焚烧的

现状。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伯驹从 NGO 的视角谈论了“邻避”的困境和出路。中国国家环境保护

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在现场作了题为“邻避背后的环境要素和其他”的主题演讲。前香港环境局副局长、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潘洁博士以“邻避现象与反思”为主题进行了发言。

论坛下半场以关于“邻避”的理论研究为对话主

题。首先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单光鼐，以什邡事件为例谈利益兼顾或许是化解“邻避”

困境的钥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以“如

何认识邻避”为题进行了发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胡象明则以北京六里屯垃圾

填埋场为例，作了关于邻避情绪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的

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徐建

华的发言主题为“环境邻避运动中公众真的是非理性

的吗？”。最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彭宗

超教授以“邻避冲突与整体社会安全风险”为题进行

了主题发言。

● 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2“邻避困境，如何突围？”

清华 -《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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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 第 115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CIDEG 邀请了曾任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本代表理事的小手川大助先生

和日本千叶银行常任监视长福田一雄先生讲述“如何应

对金融风险？——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两位嘉宾分别

就“从山一证券的破产处理经验看日本金融风险”和“金

融危机时中央银行的对应”两个主题进行了演讲。此次

讲座的两位主讲人是日本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危机处理专

家，都亲自负责 9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他们的

观察和思考是学界无法代替的。演讲结束后，现场的师

生与两位嘉宾就各国各地区金融风险应对机制的差异、

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从日本的金融风险

经验教训中得以借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小手川大助、福田一雄：如何应对金融风险？——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2014 年 7 月 14 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

研究中心（CIDEG）举办的“中日城镇化政策比较”专

题研讨会在公共管理学院 302 会议室顺利举行。日本北

海道大学名誉教授越泽明做了有关“东京城市圈发展经

验及启示”的专题汇报，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主持

了本次研讨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

洋研究学院教授、CIDEG 学术委员 Barry Naughton，

国务院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女士，

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吕斌教授，《比较》杂志执行主

编吴素萍女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

任薛澜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 副

主任陈玲博士以及来自丰田汽车公司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此外，来自公共管理学院的多名博士生也参加了研讨会。

越泽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城镇化和日本城镇化的发展历史和阶段。接下来，越泽明教授对 1945 年后东京建

设的政策变迁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问答与讨论环节，学者们就中日两国在解决城市集聚效益下的环境问题时，

是否需要将工业企业生产搬离城市或重新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如何使用税收工具来缓解城市集聚效应，以及政

府如何应对城市垃圾场选址中出现的邻避现象，如何处理城市过分集聚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交流。

越泽明：东京城市圈发展经验及启示

● 中日城镇化政策比较专题研讨会

中日公共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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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 第 105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2 月 24 日，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 Paul A. 

Volcker 先生访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以“后危机

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为主题，与学院

教师、校外财经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圆桌讨论。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主持了此次讨

论会。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理事德地立人先生参加了

讨论。

Paul A. Volcker：后危机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

● CIDEG 第 104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2 月 19 日，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邀请，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

事 Pascal Lamy 先生莅临清华，并做了题为“世界贸

易与全球治理”的演讲。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作为主

持人向 Lamy 致欢迎词。Lamy 指出，有了正确的国内、

国际的经济社会政策保证，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实现其经

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而这种国际经济、社会、政治政策

的形成需要不同国际组织之间通力合作；面对经济全球

化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基于他

的新书《日内瓦共识》以及于牛津大学所发表的报告《为

了长远的未来》，Lamy 同大家交流了关于世界贸易以

及全球治理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党组

成员隆国强随后对演讲进行了精彩点评。演讲结束后，

拉米先生与听众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Pascal Lamy：世界贸易与全球治理

薛澜等：对话——全球治理的学科、研究与实践

2014 年 1 月 12 日，CIDEG 全球治理系列研讨第一

期“对话——全球治理的学科、研究与实践”在公共管理

学院 302 会议室举行。来自不同学术机构与治理实践机构

的11位嘉宾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围绕全球治理的概念、

学科参与、治理机制与实践等问题展开探讨，同时也对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与参与进行探讨。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与公共管理学院高级政

策顾问李婷女士共同主持了此次研讨活动。

● CIDEG 全球治理系列研讨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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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2 日，CIDEG 邀请英国诺丁汉大

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王正绪博士做了题为“欧

洲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温布尔敦化与中欧关系的机

遇”的学术报告。王正绪博士首先基于“中国人看欧洲”

大型实证调查项目数据，呈现了中国人视野中欧洲的

双重“形象”。中国人一方面将欧洲视为无害和友好

的地区，但另一方面，欧洲部分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历

史记忆，在环保、贸易等议题上对中国无端的指责，

也触动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随后，王博士阐述了

中国的崛起和欧洲相对衰退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角色，

并指出中国需要改变不干涉、不介入国际治理的现状，

主动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整合

国际治理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建立新的国际治理制

度等。来自校内外二十余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 CIDEG 第 107 期学术沙龙

王正绪：欧洲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温布尔敦化与中欧关系的机遇

● CIDEG 第 106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4 月 4 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

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院长 Peter Cowhey 应邀在公

共管理学院举办了以“新的创新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

么”为主题的讲座，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主持讲座。

Cowhey 教授首先指出，中国试图在模仿美国硅谷的

创新模式，但以研究性大学、创业公司、风投等结合

的硅谷模式已经发生变革。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

中，观念、信息等增加的价值正快速增长，摩尔定律

和标准化接口使得更为廉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混搭”

成为可能，造就了更为廉价、迅速的创新以及更简易

的新商业模式。此外，Cowhey 教授还提出新的创新

生态系统的理念，将通讯信息服务和软件结合，创造

新的商业模式，如云服务和硬件结合将重新界定硬件

市场服务，运用硬件来使得软件服务创新成为可能等。基于上述观点，Cowhey 教授强调为了在模式数字创新

时代里生存，必须进行公共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四十多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并就技术创新模式等

问题与 Cowhey 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Peter Cowhey：新的创新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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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 第 109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5 月 26 日，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CIGI) 高级研究员Barry Carin博士应邀做了题为“中

国和 G20”的精彩报告。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主

持该讲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 主任

薛澜教授出席本次讲座。Barry 指出，不仅中国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需要 G20，G20 的有效运转也需要中

国。G20 有助于促进金融衍生品规制、国际金融制度

改革等，有助于和平解决海洋资源开发等国际争端。

在美国政府僵局、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G20 需要

中国扮演更为重要的领导角色。未来中国在国际秩序

塑造中需要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Barry 建议，中国

在 2016 年将担任 G20 的轮值主席国，届时可以提

出一揽子改革议程，对 G20 和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可

行的议程包括加强影子银行规制、缩小全球治理和网

络治理的差距、对改革 G20 的组织结构和议事程序，

提出自上而下的全球气候解决方案等，为全球治理提出新的目标和框架。来自校内外三十名师生参加讲座，并

就 WTO、国际治理等问题与 Barry 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Barry Carin：中国和 G20

●“全球治理的未来” 高端青年领袖峰会
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CIDEG 承办的“全

球治理的未来” 高端青年领袖峰会北京分会在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举行。“全球治理的未来” 高端青年领袖

峰 会（Global Governance Futures）， 简 称 GGF，

是由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东京财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印度阿育王大学、布鲁金斯学会、普林斯顿大学等联合

举办的学术活动。该活动由德国罗伯特 • 博世基金会提

供资助。

该峰会旨在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招募年轻的专

业人才，预测 2025 年之前的世界发展，对重大的全球

性挑战建议解决方案。本届论坛共分为四个对话会议（每个会议 5 至 8 天）分别将在柏林（2014 年 6 月 8 日—

10 日）、东京（2014 年 10 月 9 日—11 日）、北京（2014 年 10 月 13 日—15 日）、新德里（2015 年 1

月 18 日—22 日）和华盛顿（2015 年 5 月 3 日—7 日）举行。

本届峰会吸引了来自德国、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的 25 名专业人士（每个国家 5 位）以组成三个工作小组，

分别对互联网治理、地球工程治理以及未来全球军备控制三个主题进行研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讨成果。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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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29 日，CIDEG 邀请布兰戴斯大学

教授、哈佛大学兼职教授 Clark. Abt 博士做了题为《马

萨诸塞州环境管理的重大进展》的精彩报告。Abt 教

授首先详细介绍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在环境管理方面的

经验。马萨诸塞州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推动相

关投资的立法与重大清洁能源计划。前者包括绿色社

区项目、全球变暖解决法案以及电价优惠的相关法案；

后者包括能源效率、绿色社区、可再生能源以及一些

其他方面的新举措。主讲内容结束后，Abt 教授结合

自己的实际经验，就美国的环境管理实践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与参会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来自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教育、研

究机构的近 30 名学生参加了座谈。

Clark. Abt：马萨诸塞州环境管理的重大进展

● CIDEG 第 110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4 月 24 日，CIDEG 访问学者、原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局副局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中央政策组特约顾问潘洁博士 ( 香港太平绅士 ) 应邀

做了题为“环境决策的困境与对策”的精彩报告。讲

座中，潘洁博士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局副局长

期间的工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香港环境政策的制度和

决策过程，以及在社会变迁中环境决策所遇到的困境；

并以大珠三角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及香港都市固体废

物管理等实例，探讨因应社会变化的制度更新。最后，

在场师生们就香港环保局如何保持自身的信任和执行

效率，香港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机制设计，环境政策决

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潘洁博士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潘洁：环境决策的困境与对策

● CIDEG 第 108 期学术沙龙

城市发展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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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环境治理

2014 年 6 月 4 日，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政

治学系副教授张玥博士来访，并做了题为《非正规增

长与城市治理：里约热内卢“和平警察所”初探》的报告。

张博士首先介绍了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非正规部门，并

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论阐述；随

后回顾了巴西贫民窟的发展变迁过程，并介绍了里约

热内卢市最近实行的“和平警察所”政策。张博士指出，

尽管该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其缓慢的基础设

施建设与对周边犯罪率提升的影响也招致了民众的批

评。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与张博士就巴西的贫民窟

居民受教育问题、旅游业发展、城市发展与规划等问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玥：非正规增长与城市治理——里约热内卢“和平警察所”初探

● CIDEG 第 111 期学术沙龙

2014 年 6 月 18 日下午，哈佛大学研究员学会

初级研究员 Alisha Holland 博士来访 CIDEG，并做

了“政策执行的分配性政治：拉美城市街头摊贩管

理”的主题报告。Holland 博士以拉丁美洲的街道

小贩为例，探讨了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容忍其对法律

的冒犯以及何时会采取强制措施。Holland 博士按

照选举与警察的分散性构造了一个二维分类框架，

并选取了其中的三个案例进行研究，再分别对每个

案例研究进行定量的调研。Holland 博士证明强制

措施并不是政府能力低的结果而是选举动机的选择，

这为解决城市街道小贩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

启示。演讲结束后，与会师生与 Holland 博士积极

讨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问题。

Alisha Holland：政策执行的分配性政治：拉美城市街头摊贩管理

● CIDEG 第 113 期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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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0 日，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

究所（IIASA）所长 Pavel Kabat 博士应邀进行了

“系统分析在政策咨询中的意义所在”的专题演讲。

Kabat 博士介绍，IIASA 早期的研究是成功运用系

统分析方法，如动态系统分析、自适应动力学理论、

博弈理论等，分析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问题，并发表

了众多的权威研究。如今 IIASA 的研究关注点主要

有能源、环境变化、食品、水资源、贫穷与平等问题；

通过采用先进的系统分析，并关注政策与治理问题，

以期寻找全球变革的动力。目前，中国与 IIASA 的

主要合作领域有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中国备灾

能力问题等。Kabat 博士指出系统分析方法应以整

合的、跨学科的、国际化视角的、独立的、长期的、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方式去研究全球性的危机与挑战。

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系统的课程训练、新的资

金支持结构、改变学术激励手段，以重新回归到学

术训练与能力建设层面。

Pavel Kabat：系统分析在政策咨询中的意义所在

● CIDEG 第 114 期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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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暑期社会调研挑战赛

竞赛和培训

●  首都特大型城市治理问题高级研修班
由北京市委组织部牵头组织的“首都特大型城市治理问题高

级研修班”于 2014 年 9 月至 11 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进行。

三十多位来自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参加了该培训项目，重

点就特大型城市的交通、环境和人口问题进行专题研究。CIDEG

副主任陈玲博士担任环境治理组的专题辅导教师，就北京市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相关的环境对策问题展开深入调査和研究。

为了唤起当代大学生关注身边环境，投身实践调研活动的热

情，CIDEG 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本科生暑期社会调研挑战赛。

2014 年举行的第六届挑战赛主题为“邻避困境，八方求解”。

经过初审和决赛两轮激烈角逐，北京大学的谢旭、姚怡云、赵杨

博同学以《变革推动者：邻避运动中 NGO 的行动空间和角色——

以北京地区环境 NGO 在“垃圾事件”中的表现为例》的研究报

告获得本届赛事一等奖；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陈剑煜、刘沛奇、

唐芊、郝思泓、何家欢、金杨团队和来自 5 所不同大学的王彦皓、

李嘉瑜、苏婷、江荣灏、阮一锋、袁君博组成的广东茂名 PX 事

件调研团队并列获得二等奖。CIDEG 副主任陈玲副教授主持了

本届赛事，CIDEG 主任薛澜教授为获奖团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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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DEG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
（薛澜主编，商务印书馆 出版）

《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实践：日本的经验教训》
孟健军 / 著

出版日期：2014 年 4 月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总结和介绍日本城镇化绿色转型、低碳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

实践和发展经验的专著，其中日本城镇化发展中的需求侧主导、生态项优先、多样性选择、

精细化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供我国新时期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发展

政策学习和借鉴。本书对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对人类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冲击将如何改

变城市形态的思考，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更是中国

即将面临的问题。阅读和借鉴此书内容，可以对城镇化过程的公共政策的选择达到“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中国车用能源战略研究》
冯飞 等 / 著

出版日期：2014 年 11 月

本书重点关注我国车用能源战略问题。在分析全球主要国家车用能源发展趋势、战略、

政策的前提下，对我国车用能源技术发展现状给予了总结，认为大力发展新型动力技术和

替代燃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全书在对主要替代能源的能效和排放进行全生命周期分

析以及对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车用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CIDEG 文库
（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冒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如何引领繁荣》
阿玛尔 • 毕海德 / 著

出版日期：2014 年 8 月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愈发深入，西方国家将研发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

遍，美国等西方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势地位正在被中国和印度等后起国家所赶超。在这种背

景下，企业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如何继续

引领市场，是企业最关心的话题。本书引证了很多企业的事例，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企业如何用速度和创新出奇制胜，对中国的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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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经验：从给定增长到通过政策辅助创造价值》
大野健一 / 著

出版日期：将于 2014 年 12 月出版

本书通过比较分析了国际最佳政策实践，为如何通过政策辅助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全

新、务实的方法。政府在促进私人部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已得到广泛认可，但针

对政策的讨论往往都是泛泛而谈，很少涉及细节，比如到底应该怎么做，以及如何避免共

同的问题。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详细分析了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具体的政策内容、

程序以及产业组织等。

《东亚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战略》
德怀特 • 珀金斯 / 著

出版日期：将于 2015 年 3 月出版

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发展，激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到底东亚地区的发展算不

算是“经济奇迹”，众说纷纭。到底东亚的现象是地区特征还是各国政策使然，为何在经

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日本和韩国经济都出现了疲软，甚至连近几十年来增长强劲的

中国甚至也出现了经济放缓的势头，这是特性还是共性，是经济的“基础”出了问题，还

是“战略”出了问题，哈佛大学东亚经济专家珀肯斯在韩国等东亚国家研究上十年的最新

力作，对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给予了透彻的分析，对读者了解东亚的经

济走势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城市发展秘诀：经济、制度、社会交往和政治如何影响发展》
迈克尔 • 斯道伯 / 著

出版日期：将于 2015 年 4 月出版

为什么一些城市的经济兴旺发达，而另一些城市的经济衰败萎缩？为什么一些城市的

经济能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城市的经济却起伏不定？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地理学家之一迈克

尔 • 斯道伯在“城市之钥”一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我们要以城市地区为背景来考虑经济发

展问题，为什么各城市经济的发展会不一样。斯道伯发现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五个背景

因素：经济、制度、创新、社会交往以及政治。本书研究了这些背景因素如何发挥作用，

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一些地区的成功发展，另一些地区的发展失败。在说明

全球经济日益受到主要大城市推动的同事，本书还说明了，促进城市发展的秘诀也是促进

全球经济发展的秘诀。最后，本书还向政策制定者详细介绍了经济发展的八大规则。

《企业的发明：从古至今的创业精神》
戴维 • S • 兰德斯  乔尔 • 莫克  威廉 • J • 鲍莫尔 / 著

出版日期：将于 2015 年 6 月出版

无论被视为社会英雄，还是社会危险分子，企业家及其创新对国家的增长和繁荣都起

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该书集结了全球顶级的经济史学家，探讨了从古至今，企业家在社

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们探讨了企业家对社会和制度的影响，促进和阻碍创新的各种制度和

限制，以及应用和传播新技术的激励机制。此外，书中还讨论了不同时期创新活动的异同

之处，及我们能从这些历史创新活动中汲取的经验，指导当前的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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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出版物回顾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
作者：齐晔 等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寻租与中国的产业发展》
作者：巫永平 等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

制造业升级》
作者：李善同、高传胜 等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中国县级财政研究》
作者：侯一麟、王有强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
作者：汪晖、陶然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CIDEG 研究论丛

《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美国商业史》
作者：斯坦利 • 布德尔（Stanley Buder）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沉默与爆发：1873-1995 年的水俣病事件》
（内部资料）

作者：后藤孝典

印制日期：2013 年 10 月

CIDEG 文库

《水俣病没有结束》
作者：原田正纯

出版日期：2013 年 7 月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作者：蒂莫西 • 乔治

印制日期：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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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
作者：普莱斯 • 费希拜克 (Price Fishback)  等

张燕  郭晨、白玲 / 译

出版日期：2013 年 5 月

《技术制胜：能源与环境能技术的应用》
作者：约翰 • 多伊奇（John M. Deutch）、

理查德 • 莱斯特（Richard K. Lester）、

吕传俊  等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11 月

《觉醒的泥足巨人》
作者：普拉纳布 • 巴丹（Pranab Bardhan）

陈青蓝、杨震、许宇萱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8 月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作者：陈清泰

陈青蓝、杨震、许宇萱 / 译

出版日期：2011 年 6 月

《产业集群与中国经济增长》
作者：曾智华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插电式汽车》
作者：戴维 •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打破石油魔咒》
作者：戴维 • 桑德罗

出版日期：2010 年 6 月

《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
作者：梁文松、曾玉凤　

出版日期：2009 年 12 月

《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
作者：宫崎勇

出版日期：2009 年 7 月

《厕所决定健康》
作者：罗斯 • 乔治　

出版日期：2009 年 7 月

《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作者：张春霖、曾智华、威廉 • 彼得 • 马科、  

詹姆斯 • 苏厄德　

出版日期：2009 年 4 月

《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
作者：马克 • 杜茨　

出版日期：2009 年 1 月

《稳定与增长》
作者：斯蒂格利茨 等　

出版日期：2008 年 9 月

《医疗改革经济学》
作者：俞炳匡　

出版日期：2008 年 6 月



28       

《美国住房政策》
作者：阿列克斯 • 施瓦茨

出版日期：2008 年 4 月

《绿色城市：发展和环境》
作者：马修 • 卡恩　

出版日期：2008 年 1 月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作者：俞炳匡

出版日期：2007 年 10 月

《能力构筑竞争：日本的汽车

产业为何强盛》
作者：藤本隆宏　

出版日期：2007 年 6 月

《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作者：桥本道夫　

出版日期：2007 年 1 月

《自然与市场：捕获生态服务链

的价值》
作者：杰夫里 • 希尔　

出版日期：2006 年 6 月

《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
作者：大野健一　

出版日期：2006 年 5 月

《金融服务外包：国际趋势与中国选择》
作者：杨琳、王佳佳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

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作者：江小涓 等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服务外包与中国服务业发展丛书
江小涓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软件外包：技术外溢与能力提升》
作者：刘绍坚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

竞争力》
作者：王晓红　

出版日期：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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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启示》
[ 以 ] 耶尔 • 阿哈罗尼（Yair Aharoni）、

里拉齐 • 纳查姆（Lilach Nachum）/ 主编

康昕昱 / 译

出版日期：2013 年 4 月

《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
[ 美 ] 兹维 • 格瑞里奇斯 (Zvi Griliches) / 主编

出版日期：2013 年 2 月

   服务经济译丛
江小涓 薛澜主编，搁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服务贸易手册》
[ 美 ] 阿迪亚特 • 马图 (Aaditya Mattoo)、

罗伯特 •M. • 斯特恩 (Robert M. Stern)、

贾尼斯 • 赞尼尼 (Gianni Zanini)/ 主编

陈宪/主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12 月

《体育经济学 . 第二卷》
[ 美 ] 布拉德 • 汉弗莱斯 (Brad R. Humphreys)　

丹尼斯 • 霍华德 (Dennis R. Howard) / 主编

赵长杰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11 月

《旅游和休闲产业——塑造未来》
[ 奥 ] 克劳斯 • 韦尔梅尔（Klaus Weiermair）、

克里斯廷 • 马西斯 (Christine Mathies)/ 主编  

宋瑞、马聪、玲蒋艳 / 译　宋瑞 / 审校

出版日期：2012 年 12 月

《21 世纪的外包与离岸外包——

一个社会经济学视角》
[ 澳 ] 哈巴哈江 • 科尔 (Harbhajan Kehal)、

达利瓦 •派 •辛格 (Varinder P. Singh) 主编  

姜荣春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9 月

《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

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
[ 法 ] 让 • 盖雷 (Jean Gadrey)

法伊兹 • 加卢 (Fa.z Gallouj) / 主编

李辉、王朝阳、姜爱华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9 月

《体育经济学 • 第一卷》
[ 美 ] 布拉德 • 汉弗莱斯 (Brad R. Humphreys)

丹尼斯 • 霍华德 (Dennis R. Howard) / 主编

赵长杰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6 月

《服务业的增长——成本激增与

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
[ 荷 ] 腾 • 拉加 (Thijs ten Raa)、　

罗纳德 • 谢科特 (Ronald Schettkat) / 主编

李勇坚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6 月

《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

的一剂强药》
[ 美 ] 大卫 • M • 卡特勒 / 著

刘国恩、秦雪征、林艳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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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信息技术与

美国经济复苏》
[ 美 ] 戴尔 • 乔根森、何民成、凯文 • 斯德尔 / 著  

荆林波、冯永晟 / 译

出版日期：2012 年 1 月

《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
[ 法 ] 让 • 克洛德 • 德劳内、让 • 盖雷 / 著

江小涓 / 译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服务业——生产率与增长》
[ 意 ] 埃内斯托 • 费利、福里奥 • C • 罗萨帝、

乔瓦尼 • 特里亚 / 主编

李蕊 / 译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
[ 英 ] 克里斯廷 • 达斯特曼

[ 德 ] 伯恩德 • 斐岑伯格

[ 英 ] 斯蒂芬 • 梅钦 / 主编

杨娟 / 译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中国的软件产业与选项软件开发、

人才派遣、职业教育》
作者：田岛俊雄、古谷真介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信息化与农村发展——基于

四川联通“天府信息网”的实证研究》
作者：俞樵、童晓渝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

《思想的力量》
作者：亚诺什 • 科尔奈

出版日期：2009 年 4 月

《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
作者：青木昌彦、吴敬琏

中信出版社 出版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作者：胡鞍钢、管清友

出版日期：2009 年 11 月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
作者：青木昌彦

出版日期：2009 年 10 月

其他出版物

《构建全民健康社会》
作者：刘远立、李蔚东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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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到

欧洲学院访问，参加“中国的改革对欧盟和世界的影响”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由欧洲学院中欧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

协办。来自欧盟相关机构，和中欧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

NGO、企业的代表，以及欧洲学院的师生 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薛澜教授等人在发言中介绍和阐释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意

义、内涵、目标，以及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分析和解读了中国改革

发展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改革发展对欧盟和世

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展望和描绘了中欧合作的美好前景，给人

以信心和鼓舞。

● 2014 年 7 月 15 日，Policy Studies Journal 主编 Christopher 

Weible 博士一行五人访问CIDEG，并以“Policy Process Research: 

Comparativ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为题进行了座谈。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副主任陈玲博士、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

周源博士参加了交流会，并就政策过程研究、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

发展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社会影响

CIDEG 积极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了国际合作和交流，构建公共政策研究的交流平台，拓展国际
影响。2014 年的主要国际合作和交流有：

国际交流

● 2014 年 8 月 24 日至 31 日，由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

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 - 丹麦科学

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第 10 届中国创新学术网络（CICALICS，

the China Innovation Circles and Academy -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Systems）青年学术论坛暨国际

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的第二部分以“新兴经

济体的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不同机构的 80 余名

学者及博士生进行了为期两天共八场的学术讨论展示会。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参加研讨会，并在会上展示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信息化与农村发展——基于

四川联通“天府信息网”的实证研究》
作者：俞樵、童晓渝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

《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
作者：青木昌彦、吴敬琏

中信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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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1 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举办的 "2014 新兴经济体智库

经济政策 " 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主题为 " 走向新常态的新

兴经济体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就全球

治理体系的改革发表了演讲。

● 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CIDEG 主任薛澜教

授应邀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届论坛的

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 90 多个国家的 1600 余名与

会者围绕核心话题 “如何运用创新为所有人创造更高的价

值”及其他国际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CIDEG 聚集了大批中国顶尖的政策研究者和学者型官员，在相关领域具有重大的政策影响力，
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角色和作用，2014 年的主要事件有：

● 2014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CIDEG 主任薛澜

教授参加了该会议。薛澜教授表示，要想为企业营造公平

竞争的环境，必须把假冒伪劣的、违反知识产权的、排放

污染的、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行为管起来。现在政府逐

渐放开经济性监管，给了企业更大的活力，下一步还应该

加强社会性监管，把市场失灵的地方坚决地管起来。加强

社会性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建设的重要部分。

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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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3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CIDEG 学术委员王名教授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第五次参加两会，提交了《关于全面放开生育，加快形成积

极人口政策的建议案》，呼吁进一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此外，王

名教授还提交了《关于推动公益创投的建议案》，鼓励在金融创新

中探索成立公益银行。

● 2014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

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CIDEG 学术委员胡

鞍钢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胡鞍钢教授围绕“破解中国发展难

题与国家经济治理”主题，援引有关机构发布的详实统计数据，介

绍了世界面临的严峻就业挑战和中国近年来取得的促进就业成绩，

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实现就业增长的若干重要途径，并就完善国家经

济治理体系、提高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多项建议。

● 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作为中国国家外专局外国专家建

议委员会专家顾问，一直致力于城镇化政策研究与中日专家交流。

2014 年 7 月 14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国会见了参加外国

专家建言工作的 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和日本专家越泽明教授，

就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建言进行了讨论。9 月 4 日，“从东京都市圈

建设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建言讨论会在京举行，国家外国专家局

副局长刘延国出席并作重要讲话。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参加讨

论。10 月 27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北京会见了来京参

加“金融危机与应对”外国专家建言座谈会的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

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先生，佳能全球研究所研究主干小手川大助先生，日本金融厅原长官畑中龙太郎先生，千

叶银行常务监视长福田一雄先生，日本金融厅综合规划局综合课课长栗田照久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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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5 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有关

部委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专题座谈会，就如何

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信息化发展和保障国家网络

安全进行专题研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方滨兴，原联合国经济与社

会事务部高级顾问周宏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CIDEG 主任薛澜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华为等企业有关负责人参会，围绕网络安全、

信息化发展、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等议题，探讨推进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

● 2014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两个调研座谈会，围绕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听

取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意见。CIDEG 主任薛澜教授参加调研座谈。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围绕会

议主题、结合各自实际，就落实从严治党要求谈思考、提建议。

● CIDEG 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近年来一直积极呼吁改革，提出一系

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以及为推出总体改革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准备

工作。2014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2014 金融街论坛”在北京举办

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先生出席并做了题为《应对金融风险的

战略与策略》的演讲。2014 年 6 月 11 日吴敬琏先生出席由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与新浪财经共同主办的“新浪 • 长安讲坛 ( 第 257 期 )”，并发表

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演讲。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

吴敬琏先生出席在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4”，并在“改

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分会场上作了“改革顺序选择应以发挥市场作

用为先”的主题发言。吴敬琏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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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G 网 站（http://www.cideg.org.cn） 设 有“ 中

心动态”、“研究报告”、“学术活动”、“项目进展”等

版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及时报道中心的学术活动和研

究进展，并全文刊登中心的研究报告、学术沙龙的演示文稿，

极大推动了 CIDEG 的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CIDEG 网站有

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求。

 CIDEG 开通官方微信订阅号 Tsinghua_CIDEG，以传播自由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主

旨，发布 CIDEG 最新研究成果、讲座通知及学术活动实录，与读者分享中国政策改革、产

业发展及环境治理的前沿研究和理念。

中心网站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