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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礼朋 教授 (wenlipengpku@126.com)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制度经济学、经济史

个人简介
 1973年生，湖南嘉禾人。

 

教育背景
 

博士后 2006.01-2008.08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博士后）

发展经济学/

世界经济

博士 2002.09-2005.0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世界史
世界现代化进程比

较

硕士 1996.09-1999.06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世界史
西方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

本科 1991.09-1995.06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历史教育  

 

工作经历
 

2010.12至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教授

2008.09-2010.1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副教授

1999.07-2002.08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与科研/助教

 

主要荣誉
 

奖励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第几完成人 奖励等级

2010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理论述评——自然资源丰富的

中小国家发展思路

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
第一 二等奖

2011 “后发优势与追赶理论研究”系列论文
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人民

政府
第二 二等奖

2012
TRIPS体制与中国的技术追赶——知识产权经济学的

再探讨

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
第一 二等奖

2016    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经济中长期演变趋势研究   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排名第一

主要论文
 

《20世纪英国农业租佃经营的衰落》
《南京政治学院学院报》

2016年第一期
CSSCI核心

《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演变趋势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CSSCI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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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2015年第7期全文转载

《论我国传统统计方法中GDP增长率的高估问题》
《统计与决策》2014年第19期，封面推荐

文章
CSSCI核心

《19世纪的关税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探讨》
《贵州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
CSSCI核心

《再论经济全球化对全球贫富差距的影响》

 

《广西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北大核心/

CSSCI核心扩展版

《再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台湾模式》

 

《商业经济研究》

2012年第16期
北大核心

《公共地悲剧理论在知识产权经济学分析中的限制——也谈当

前全球科学研究领域的新圈地运动与反公共地悲剧》

《广西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北大核心/

CSSCI核心扩展版

《借用技术与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兼论全要素生产率与经

济增长效率的异同》

《当代财经》

2010年第8期

CSSCI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的影响》
《武汉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
CSSCI核心

《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后发国家的技术成长之路》
《南京大学学报》

2008年第1期

CSSCI核心/《新华文摘》2008年

第8期论点摘编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理论述评——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国

家的经济发展思路》

《国外社会科学》

2008年第1期

CSSCI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

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WTO规则与大国开放竞争的后发优势战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年第8期

CSSCI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与实践》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专利保护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再思考》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年第6期
CSSCI核心

《近代农业革命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再探讨》
《世界历史》

2007年第2期

CSSCI核心/

历史学类权威

《人口变动与农奴制兴衰关系的再探讨——中古西欧农奴制兴

衰的政治经济学》

 《史学理论研究》

2006年第3期

CSSCI核心/历史学类权威/人大复

印资料《世界史》2006年第10期全

文转载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 《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
CSSCI核心/人大复印资料《世界

史》2006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家庭式农业生产的未来发展》 《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12月7日 全国三大报刊理论论文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家庭自耕农制的生命力》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编《马

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五辑/农业、农民与

新农村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

该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

题成果汇编

《12～17世纪西欧人口、货币、商业化与物价波动关系研究述

评——前工业社会的货币流通与物价波动规律探索》

庆祝马克垚先生80华诞学术会议论文，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

《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3年

独著/约25000字

 

学术著作
 

2010
《TRIPS体制与中国的技术追赶——知识产权经济学

的再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独著 专著

2013 《近现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农业与农民现 中央编译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独著 专著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9&recid=&FileName=JJLL200708002&DbName=CJFD2007&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0&recid=&FileName=JJSH200706023&DbName=CJFD2007&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8&recid=&FileName=HIST200702012&DbName=CJFD2007&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0&recid=&FileName=SXLL200603008&DbName=CJFD2006&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5&recid=&FileName=SXYK200609012&DbName=CJFD2006&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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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再探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

果文库）

资助项目成果文库

 

 

科研项目
2016年 6月    英国金本位制的形成、运行与崩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主持在研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参与排序 项目来源

2011年12月

（2013年1月结

项）

近现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衰 国家社科规划办 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

 

2010年12月

（已经交稿，正

在办理结项手

续）

近三百年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演变及其

原因（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近三百年资本主义

史》子课题）

国家社科规划办 子课题负责人

北京大学厉以

社科重大招标

本主义史》子

2014年7月

（在研）

12-17世纪西欧人口、货币、商业化与物价波动关系研

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

2007年7月

（2008年8月结

项）

WTO的TRIPS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的影响 中国博士后基金会 主持
中国博士后基

二等资助

2006年6月

（2012年1月结

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追赶型超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研究
国家社科规划办 第一参与人

国家社科基金

合作导师武汉

中心主任郭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