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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委  员  会　 本刊参与主办“首届新时代发展经济学论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研究新时代中国经济

发展问题，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揭示具有一般意义的发展逻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

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本刊联合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

工业经济》编辑部，于2018年4月20-22日在武汉大学共同举办“首届新时代发展经济

学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宋院长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经验，更好地发

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探讨。

　　论坛分主旨演讲和论文讨论两个单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

委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学院研究部前主任、复旦

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常务副主编、社

长张其仔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

建华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付才辉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本刊主编叶初升教授，分别以“中等收入阶段跨越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国消费-不均等之谜”、“新经济的测度及其发展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

题”、“服务业结构变迁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范式”、

“新时代的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为题，作了论坛主旨演讲。

　　本刊主编叶初升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对“新时代的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

作了建构性的理论分析。他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

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会随之变化，而当代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

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大多不再适

用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他认为，研究新的发展问题，探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

的发展动力机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代社会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新时代

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方向。凝练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并由此界定和解析中等收入

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客观存在的问题逻辑、经济学的认识逻辑

与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三者融合中，探索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新

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叶初升教授还进一步提出了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

的基本架构与研究任务。

　　论坛分组讨论环节，四十位参会作者详细汇报了论文，点评嘉宾从理论框架、逻辑

体系、计量方法、样本选择、政策建议等方面对论文进行了逐一点评，提出了细致的

修改建议。论坛还通过本刊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线下互动热烈。

　　本刊已主办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经济评论》工作坊”等学术

活动，未来我们还将举办系列学术论坛，从而更好地发挥开发学术资源、传播学术成

果、促进学科建设、引导学术发展方向、规范学术风尚等方面的学术期刊功能，更好

地服务中国经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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