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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个体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建模； 
   货币与金融统计； 
   金融资金流量帐户的应用。 

   2003年9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在读经济学博士生。 
   1998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5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8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统计研究室供职。  
   2004年8月～2005年8月：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访问进修。 
   2003年9月，为中国北京市统计学会和北京市统计局作“世界经济统计新进展”的演讲。 
   2003年夏、2002年夏和2001年夏：分别接受伦敦Queen Mary学院秦朵博士关于动态经济计量
学、Panel Data分析方法及相关软件的培训。 
   2002年10月：参加“全球化和中国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合作项目培训班，该项目由欧盟
INCO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等合作主持。  
   2001年8月-11月：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美国明尼苏达州Carleton
学院George Lamson教授主讲的“开放的宏观经济学”培训班。 
   1997年5月-1998年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计司实习，学习金融资金流量帐户的编制及其在
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等。 
   1997年春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95级硕士研究生讨论班上作“金融衍生工具”的演讲。 
   1996年~1997年：在中国司法部实习，参与司法部属工业第三次普查统计分析并主要撰写总报
告。 
   1996年夏：受新西兰羊毛局资助，参加中国羊毛市场调查研究项目，并参与撰写总报告。 
   1995年夏：受国家技术监督局资助，参与中国模糊加电市场调查及总报告撰写。 
   1994年夏：参加河北省承德市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分析及总报告主撰工作。 

   1.论文 
   “中国的国民贸易差额”，姚枝仲为第一作者，《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9-10期，即将出
版。 
   “一个中国经济宏观计量模型”，秦朵为第一作者，Working paper No. 553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March 2006. 
http://www.econ.qmul.ac.uk/papers/doc/wp553.pdf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秦朵为第一作者， Working paper No. 548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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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conom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November 2005. 
http://www.econ.qmul.ac.uk/papers/doc/wp548.pdf
   “中国货币转型与政策建模”，秦朵为第一作者。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5, vol. 
27, issue 2, pages 157-175.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探析”，与何新华等合著，《世界经济》，2003年11
月，第13-20页. 
   “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运行仅存在短期负面效应”，与何新华等合著，《国际经济评论》，
2003年9-10月，第21-23页。 
   “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与何新华等合著，《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3年11
月。 
   “关于时序数据的季节调整、季度变化率与年度变化率的推导及年度化方法”，《世界经济统计
研究》，2003年8月。 
   “新经济测度”，《世界经济》，2002年10月，第65-74页。 
   “宏观经济建模与经济计量学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Staff Paper，
2001年10月。 
   “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何新华等合著，《国际贸易》，2001年3月。 
   “金融资金流量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Staff Paper，2000年10
月。 
   “资金流量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Staff Paper，1999年10月。 
    
   2.著述 
   2003年4月，“高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信息产业为例”；“新经济发展之国别差异”，
载于王春法(主编)《新经济：虚幻与真实——经济大国的复兴之路》，第28-32和108-114页。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12月，《世界经济统计新进展》，副主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2年9月，“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概况”，载于余永定和李向阳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
展趋势》（第二章第一节），第34-42页。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2004：“世界经济发展统计”，载于余永定等（主编）《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黄皮书”），有关年份。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2001》，副主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年9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主持人之一。国家财政部“十五”规划课题，
内部报告。 
   1999年8月，“美国的金融业”、“美国的跨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的自然、社会与文化根基”，
载于石小玉与涂勤等（主编）《美国经济实力分析》，第203-236、317-342和343-390页。北京：中
国民族出版社。 
   1998年9月，“司法行政系统1995年工业普查统计分析”（与易丹辉等合著），载于司法部第三
次工业普查办公室（编）《中国监狱经济分析》，第1-49页。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  

       

   获奖及其他 
   《世界经济统计新进展》（主持人之一），获2002年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第六届全国统
计科技进步”奖。 
   《世界经济统计新进展》（主持人之一），获2001年北京市统计局“统计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司法工业第三次普查统计分析报告》（主笔），获1998年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第
四届全国统计科技进步”奖。 
   《中国司法工业第三次普查统计分析报告》（主笔），获1996年中国司法部“第三次工业普查优
秀论文奖”。 

2006年10月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