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制度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

议程安排

时间：2024 年 11 月 23 日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园文科 2栋经济与管理学院 401 会议厅

上午

技术与教育

主持 刘愿（华南师范大学）

8:30-8:55

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

Technological Shock, Talent Selection Mechanisms and The Emerging of
Engineers

8:55-9:20
郝煜（北京大学）

Telegraph, Media, and Information Capa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9:20-9:45
林友宏（厦门大学）

Technology Diffusion under De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9:45-10:10

马宁宁（暨南大学）

Education and Communism: The Role of Normal School Expansion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0:10-10:25 茶歇

灾荒与金融

主持 刘丛（暨南大学）

10:25-10:50
赵留彦（北京大学）

Policy Risk and Financi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1930s China

10:50-11:15
彭凯翔（武汉大学）

没顶之灾下的农村借贷市场

11:15-11:40
李丹（复旦大学）

Re-examining Investor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11:40-12:05

何石军（武汉大学）

Banking with Chains: How Political Repression Hold Ba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午餐会 地点：209教工之家餐厅

Lunch Conference

主持 石爽（南开大学）

12:20-12:45
徐志浩（清华大学）

Attention to Inflation

12:45-13:10
董保民（河南大学）

西周官僚制的封建起源

下午

地理与发展

主持 陈婷（香港浸会大学）

13:30-13:55

白营（香港中文大学）

Endogenous Canal: How Did National Capital Relocation Reshape
Economic Geography in Historical China?

13:55-14:20
孙程九（南开大学）

A Blessing in Disguise: Climate Risk, Adaptation, and China's Long-Run
Development

14:20-14:45
李嘉楠（厦门大学）

商人、民族主义与抵货运动

14:45-15:10

谢斌（暨南大学）

The Butterfly Effect: Overseas Chinese,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nd
Rebellions in Pre-modern China

15:10-15:25 茶歇

政治与发展

主持 赵一泠（北京大学）

15:25-15:50
马驰骋（香港大学）

Religion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hina, 1860-1911

15:50-16:15

管汉晖（北京大学）

Regional Variation of GDP per head within China,1080-1850:
Implications for the Great Divergence Debate

16:15-16:40
梁若冰（厦门大学）

Official Transfer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16:40-17:05
刘愿（华南师范大学）

The Lasting Impact of Political Turmoil



“市场、制度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嘉宾简介

（注：嘉宾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白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

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成果发表在 QJE，

EJ，RESta，IER，JDE， Econometrica 等期刊 16 篇。目前担任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和 China Economic Review 副 主 编 及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编委会成员。曾荣获 2018 年 CESifo 杰

出研究奖以及 2021 年青木昌彦经济学论文奖。

陈婷，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金融系（AEF）副教授，数字经济与商业

数据分析中心副主任。她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

文本数据分析等。最近的作品发表在 QJE，EJ，JD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等国际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

等国内期刊。

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入选国家级人才

项目，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经济学(季刊)》及 PNA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

表论文 20 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及多项省部级项

目。

董保民，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

域涉及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论文

见于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期刊。主持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一项。



管汉晖，浙江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包

括中国经济史、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论文发表在 Economic History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科学》等期刊。

郝煜，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

授，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论文发表在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和《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科学》等期刊。

何石军，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

究领域包括经济史、金融社会学、合约理论、应用微观计量。论文发

表于 Review of Finance，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和 《经

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等期刊，主持国家自科面上、教育部青年

基金等多个项目。

李丹，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

域包括经济史, 发展经济学、城市和区域经济学。论文见于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World Development 等期刊。

李嘉楠，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

系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面上项目，研究成果见于《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世

界经济》和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World Economy 等

期刊。



梁若冰，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香

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目前担任厦门大学经济

学院财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统计研究》《财贸经济》《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 50 多篇论文，获得“福建省

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担任福建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林友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目前已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Health Economics 及《经济研究》《经

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担任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Health Economics 等期刊审稿人。成

果曾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2017）一等

奖、“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

刘丛，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

院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史，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国际贸易。她的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及《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等期刊。

刘愿，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国转型经济、经济史等方

面。论文发表于《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经

济史研究》《学术月刊》和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等期刊。

马驰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 现担任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金融史，侧重于文化、

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经济与金融长期发展中的作用。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NSFC)和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是香港研究资助局卓

越学科领域计划“量化历史研究”项目的合作负责人之一。研究成果发表

于 JF，JFE，EJ，JEH，JDE，MS 等期刊。



马宁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

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史, 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 发展经济

学, 劳动经济学，曾参加 Asian Historical Economics Conference（2022）

等多个国际会议。论文发表《世界经济》等期刊，并有多篇工作论文。

彭凯翔，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为反思经济长期变

迁过程与市场制度的演化。出版《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

济脉络试探》《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等著作；在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和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等期刊发表论文。

石爽，香港大学经济学博士,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区域经济，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家起源，国家能

力，基础设施建设。研究成果发表于《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

孙程九，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研究领域

为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论文发表在 Cliometrica，Applied

Economics 和《经济学(季刊)》《国际贸易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等期刊。

谢斌，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

授。研究领域包括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移民）、经济史。分

别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发表论文。主持过一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



赵留彦，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教授，研究领

域包括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金融史。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和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等期刊。

徐志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助理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在经

济金融史与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主持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青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清华大学文科自主科研课

题、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项目等纵横向课题。

赵一泠，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

究兴趣包括经济史中的文化、性别问题。她的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