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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耘，1966年生于辽宁锦州，1983年考入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于1987年、1990年和1996年分别在税收专业、财政专业和西方

经济学研究方向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

年留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政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成本研究会秘书长。 

    赵志耘同志从事财税教学和研究工作十余年，共出版专著（含合著）11部、译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在财政税收各领域都有

建树，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财政政策领域里，她在国内首次系统地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概念、目标、工具、效应、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搭配等；同时，结合实际，深入

研究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财政政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她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等学

术刊物发表有关论文20余篇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现代西方财政政策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财政政策导论》（台湾

五南出版公司，1997）、《财政政策论纲》（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财政理论与政策：当前若干重大问题探讨》（合著，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9）等学术专著，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 

    在财政赤字领域里，她不通过大量学术论文建立了中国财政赤字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还针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提出并详尽、

科学地论证了"财政不平衡的必然性"、"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中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政赤字已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手段"等论点。特别是1999年初春撰写的关于我国当前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研究报告，在社科院《要报》刊登后，得到政府首脑的

关注，为政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公债领域里，她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公债对总需求、资本形成、利率、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在

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了专著《公债经济效应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特别是针对国际

学术界对宏观经济理论当中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的争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在中国该定理不成立的观点，为中国政府制定公债

政策和税收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在税收领域里，她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率先在弹性税制、税务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和政治成本）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

提出在我国如何建立弹性税制、控制税务成本的基本思路。同时，她针对近20年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浪潮和我国的税制改革进程进行了系统

研究，建立了税制改革理论体系（《税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包括什么是税制改革、为什么

要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税制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分析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等，为中国今后的税制改革方案设计、评价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促进国内财税理论与政策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1998年起她先后参与策划并组织国内财税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对财税理论和政

策中的前沿问题进行研究，每两年主编出版一部《中国财政理论前沿》（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2000），得到读者普遍好评。 

    主要研究成果与出版物： 

1） 论文 

（1996年进入财贸所博士后流动站以来的主要科研论文） 

《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1997年第2期 

《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财贸经济》1998年第12期 

《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1999年第6期 

《论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财政研究》1996年第4期 

《李嘉图对等定理的分析》，《财政研究》1998年第5期 

《公共财政论质疑》，《财政研究》1998年第11期 

《公共财政论再质疑》，《财政研究》1999年第12期 

《政府储蓄的经济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6期 

《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贸经济》，2000年第2期 

《论公债管理政策》，《财贸经济》2000年第12期 

《增长中"微调"：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现实选择》，《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 

《科教兴国的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94期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是偏大还是偏小》，《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7日 

《为财政的防洪救灾体制号脉》，《中国改革报》1999年5月19日 

《中国面临"赤字风暴"吗》，《中国财经报》2000年10月21日 

《财政赤字是负担还是发展手段》，《科学时报》1999年5月11日 

《对ＩＭＦ救助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金融政策建议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 

《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制度模型》（上），《地方财政》1998年第9期 



《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制度模型》（下），《地方财政》1998年第10期 

《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上），《地方财政》1999年第4期 

《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下），《地方财政》1999年第6期 

《中国当前不能采取减税政策》，《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1999年第22期 

《对我国财政政策战略选择的思考》，《中国财经报》1999年7月31日第3版 

《关于使用费的若干基本问题》，载于《"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9年 

《"公共财政论"的若干问题》，《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学术专著（1993年以来） 

《现代西方财政政策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公债经济效应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财政政策导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7年 

《财政政策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财政理论与政策：当前若干重大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税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中国财政理论前言》（主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国财政理论前言II》（主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 

《财政支出经济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译著 

《税收归宿── 一般均衡方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资本所得课税与资源配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从事的主要研究项目 

面向21世纪的税制重构，中澳机构合作项目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力研究，中德合作项目研究 

中国地区差距研究，福特项目，中澳合作 

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财政货币政策研究，社科院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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