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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总结经济科学发展的国际趋势，梳理过去十年中国内地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的成果

与问题，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对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结合

国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需求，提出中国经济科

学长远发展的总体构想和战略目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经济科学学科“十四五”

规划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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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推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

中国经济科学研究的重大命题．为了更好地回

答这个命题，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对经济科学研

究提出的重大需求，厦门大学牵头与中国科学

院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

学部２０１９年综合研究委托项目《经济科学发展

战略研究》．从２０１９年６月开始，自然科学基金

委管理科学部联合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优势力

量，连续举办了三十余场学术研讨活动，包括专

题研讨会、圆桌会议、专家访谈、闭门讨论会等，

访谈了 ２００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包括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经济

学顶级期刊主编、副主编、世界一流高校讲席教

授等世界顶级学者，以及国内重点高校与科研院

所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管理者，收集、

整理并分析了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科学研究现

状与发展趋势的判断．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采

用统计学、文献计量等科学方法对经济科学国际

顶尖期刊、国内顶级期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本

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描绘勾勒出中国经济科学规

范化、现代化、本土化与国际化发展的态势，努力

在深入把握经济科学学科发展规律和发展目标的

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科学学科布局优化的具体

政策建议，提出经济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共

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经济学科优先资助领

域，提出实现“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政

策建议，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经济科

学学科“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依据．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２；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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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

１．１　经济科学的学科界定
经济科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和人类理

性选择行为的一门学科②，它综合运用数学、统计

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

以及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研究工具，探

索社会化大生产和稀缺资源配置的最优形式，研

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行为．经济
科学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重点资助的四

个基础学科之一，它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

学、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所有经济学的主要

领域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研究．
１．２　经济科学发展的国际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

的到来，全球创新竞争合作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

整，世界经济科学正在发生剧烈变革，推动了研究

范式革新，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研究内容等方

面发生了重要变化．
４０年来，经济学研究不再主要根据未经数据

验证的理论模型推测经济行为和解释经济现象，

而是基于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

和实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从数据

中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经济运行规

律，取得了很多重要经验发现与理论成果．根据
美国经济学家Ａｎｇｒｉｓｔ等［２］

的研究，发表在国际经

济学顶级期刊中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３０％上升到今天的５０％以上，经济科
学各个领域在研究范式上都出现了“实证革命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实证革命是一次研究范
式的革新，它的主要成就是经济学的因果推断，即

使用数据和计量工具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从而证实或证伪重要的经济理论，为经济政策

制定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随着近年来以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数据革命（ｄａｔａ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兴起，这个研究趋势得到不断加强［３］．现

在，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

两个重要支柱．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方面，近十年来，随着

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数据总

量正以空前速度爆炸式增长，数据类型极大丰富，

纷繁复杂的数据实时可得，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

代．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方法作
为主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训练分析大数据，在人

脸识别、预测、医疗、自动驾驶、城市管理、互联舆

情分析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③．同时，计量建模
与人工智能方法形成互补关系，两者之间的有机

结合与应用为经济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在研究内容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

进，全球创新竞争与经济合作格局正在经历深刻

调整与变化，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生产关

系进行再造、经济结构出现重组．伴随经济利益
调整与分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

孤立主义与新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加大

了全球经济与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也标志着国

与国之间逐渐开始由协作互补的共赢状态转向相

互制衡的竞争状态．
为了应对国际经济科学最新发展趋势，中国

的经济科学要努力在多领域、全方面、高层次加强

国际合作，在基础科学、重大需求、交叉领域等各

方面开展创新研究，以科学方法对经济、金融、经

济与技术融合、公共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与全球化实践．

２　中国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现状

２．１　中国经济科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格局
中国经济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各

方面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２—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２月

②

③

西方语言中的“经济学”源于古希腊语，意为家庭管理．现代经济学的始于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于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现代社会对于经济
学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一个较为广泛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在有限资源情况下做出选择的科学［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发表在国际 ＳＳＣＩ（经济类）的论文中，有关深度学习、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论文达到了 ９１７篇，其中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就分别有１０５篇、１４７篇和３３６篇，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来自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经费项目等基金项目为中国经济科学的基

础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经费支持．自然
科学基金委自成立以来，管理科学部一直围绕支

持经济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支持国家发展的初心

和使命不断变革和发展
［４，５］．为了更好地推动中

国经济科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进一步优化学

科布局和学科管理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

理科学部于２０１７年新设立经济科学学科④，并调
整了学科代码．自２０１９年开始试点，基于“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这四大

科学问题属性开展资助工作
［６，７］．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统计数据，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主要项目（包含面上、青年、
地区和重点四类）历年申请总数分别为２０９５项、
２３４０项、３０２４项，最近２年的申请数量增长近
５０％．尤其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地区
科学基金这三项的申请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

２０１９年较上一年度的增长率分别达到３５．４６％、
２６．３８％和１４．９６％．重点项目的申请量在２０１８年
有大幅上升后保持稳定态势．与此同时，批准资助
的项目数量、金额、资助金额占比、单项平均资助

金额等均基本保持稳定．由于项目申请数量增长
较快但批准资助数量变化不大，项目之间的竞争

强度加剧，资助率小幅下降（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部分项目资助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受理项目 批准资助 资助率

年份／项目

分类
项数

金额／

（万元）
项数

金额／

（万元）

资助金额比例 单项平均

占全委／％ 占学部／％ 资助金额／（万元）
项数／％ 金额／％

２０１７年

面上项目 ８９５ ４６３００．１ １５３ ７３４４ ０．６９ ２０．２６ ４８ １７．０９ １５．８６

青年科学基金 ９８５ ２０１３９．３ １８８ ３３８８ ０．８５ ２３．０６ １８．０２ １９．０９ １６．８２

地区科学基金 ２０１ ６７９９．１６ ３４ ９５５ ０．８７ ２５．００ ２８．０９ １６．９２ １４．０５

重点项目 １４ ３６４２．１６ ４ ９６０ ０．４８ １４．２９ ２４０ ２８．５７ ２６．３６

２０１８年

面上项目 ９４０ ４７７９６．８ １５３ ７３４４ ０．６６ １９．０５ ４８ １６．２８ １５．３７

青年科学基金 １１４２ ２３６２１．２ ２０６ ３８０７．９９ ０．９１ ２４．０９ １８．４９ １８．０４ １６．１２

地区科学基金 ２３４ ７９５９．１１ ３６ １０１１．５ ０．９２ ２４．８３ ２８．１ １５．３８ １２．７１

重点项目 ２４ ６０８９．０７ ５ １１７５．３ ０．５７ １４．７１ ２３５．０６ ２０．８３ １９．３０

２０１９年

面上项目 １１８８ ５９４６７．７ １６２ ７８６１ ０．７１ ２０．０７ ４８．５２ １３．６４ １３．２２

青年科学基金 １５４７ ３１８７２．９ ２１０ ３９４０ ０．９４ ２４．２８ １８．７６ １３．５７ １２．３６

地区科学基金 ２６９ ８９３７．８７ ３７ １０４３ ０．９４ ２５．８８ ２８．１９ １３．７５ １１．６７

重点项目 ２０ ４６５９．４５ ５ １１８０ ０．５３ １６．６７ ２３６ ２５．００ ２５．３２

　　注：数据来源：自然科学基金委年度统计与年度报告，由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和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

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整理（下同）．

　　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济科学学科设
立专项项目，首次对“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科学

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研究⑤，针对我国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科学重点资助领域和发

—３—第２期 洪永淼等：“十四五”经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背景与论证思路

④

⑤

经济科学学科隶属于管理科学部管理科学三处，主要资助“通过实证研究、数量研究、行为研究等科学研究方法揭示经济活动发展规

律、解释发展现象、提炼经济理论的基本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资助范围包括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实验经济与行为经济、宏观经
济管理、金融管理与政策、产业经济与政策、空间经济与政策、财税管理、博弈论、农林经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经济发展与增长

等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非常重视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管理科学部“十三五”发展战略的提出就经历了近２年时间的专家研讨论证［８］．



展规划开展战略研究．
２．２　中国经济科学国内研究发表趋势

本文结合多次“十四五”战略规划研讨会、

圆桌论坛上国内外一流学者的意见建议，确定

了８本国内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经济学期刊⑥，５本国
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与 ２０本国际一流经济学期
刊（合称国际 Ａ类及以上经济学期刊）⑦作为研
究对象，并以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和汤森路透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简称 ＷｏＳ）的数据为
基础⑧，对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成就与现状进行

了详细梳理与全面评估，得到了一些具有参考价

值的结论．
在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发表方面，中国经济学

者通过批判性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理论

成分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经济

问题，实现了从定性分析转向以定量分析（特别

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为主的转变，研究

的重点领域也出现多元化、特色化的研究态势．
目前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建

模、经济统计、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贸易、资

本市场与金融监管、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环境

与能源、政策评估等
［９－１１］．

图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中国国内期刊论文发表题材领域情况（以《经济研究》为例）

Ｆｉｇ．１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ｅｓｂｙ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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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８本国内高水平ＣＳＳＣＩ经济学期刊为：《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
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５本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ＥＣ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Ｐ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ＱＪ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另外２０本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ＪＡ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Ｉ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ｏ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Ｊ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Ｅ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ＥＥ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ＦＱ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Ｆ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Ｌａｂｏ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Ｐｕｂ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ＵＥ），Ｒ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ｔａ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ＦＳ）．这一分类参考了国际一流高
校评价体系和专家意见，平衡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２５本期刊囊括了所有的高水平期刊．
研究数据覆盖的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截止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５日获取的数据）．去除征文启事、通告、广告等无效数据，去除会
议／论坛综述、评介、笔谈、书评等非研究性文章，去除《中国社会科学》中图分类号不含“Ｆ”文章．经过清洗后，共获得有效数据为
９３４１篇论文，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以《经济研究》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发表的论文
题材为例⑨，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相关的研究

在发表论文数量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１０年来在《经
济研究》总体发文量中占比分别为１３９％和１３７％．
与国外经济科学论文选题相比，《经济研究》中与

宏观经济学相关论文占比与同一时期８０本 ＳＳＣＩ
国际期刊中宏观经济学论文所占比重类似，但《经

济研究》中与金融学相关的论文占比远高于国际期

刊的水平瑏瑠．从增速看，区域经济学相关的论文数
量增长幅度最高瑏瑡，２０１９年比 ２０１０年增加了
６４％；而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领域相关的研究在近年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９年，《经
济研究》中论文发表量占比前５位的经济学领域分
别为金融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占比分别为 １４．７％、１１．１％、
１０４％、１０．２％、８．７％（见图１）．由于在农业经济
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区域经济学

的研究中，有许多属于应用微观领域的实证研究，

而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也侧重实证研

究，因此，《经济研究》的论文发表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世界经济科学“实证革命”的发展趋势．
国内高校的 ＣＳＳＣＩ和 ＳＳＣＩ两类学术期刊论

文发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了各高校的

发展特色．本文以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发表在国内
８本高水平ＣＳＳＣＩ期刊和国际 Ａ类及以上２５本
ＳＳＣＩ期刊的论文为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
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发表过国际 Ａ类及以上 ＳＳ
ＣＩ论文的高校仅有３２所，平均发文量为７．３篇，
他们在国内高水平ＣＳＳＣＩ期刊平均发表了１３４．７篇

论文．而到了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这３２所高校平
均发表了１９．３篇国际 Ａ类及以上 ＳＳＣＩ论文，数
量上升了 １６４．４％，而发表的国内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
论文平均为１２４．４篇，数量仅下降了７．６％瑏瑢．同
时，在国际Ａ类及以上ＳＳＣＩ期刊发表过论文的高
校增加到７０所，平均发文量为１０．３篇．为了评
估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本文计算每所高校与科研

机构的论文发表数量相对于国内平均发表水平的

偏离程度瑏瑣，以此为指标衡量该校经济学学科在

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和ＳＳＣＩ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见
图２）．可以看到，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国内大多数
高校经济学的研究能力还不强，仅有少数高校的

研究实力能够做到ＣＳＳＣＩ和ＳＳＣＩ并重（仅有３所
高校的两类研究指数均高于０．５，有７所高校均
大于０）．但到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已有更多的高校
进入到了高水平研究的阵营（两类研究指数均高于

０．５的高校达到９所，大于０的高校为１２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国内经济学高水平

学术研究的最主要支持力量．以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中国经济学者发表的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为
例，在所有披露基金信息的论文中瑏瑤，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数占比，从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的 ４１．８８％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的
５７．５０％，１０年平均为４９．５４％．位居第２、３位的
分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基金，在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获得这两类基金资助
发表的论文数占比分别为 ３７．３７％和 ３５．９３％，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分别为 ４３．０４％和 ２６．１５％，
１０年平均分别为４０．１５％和３１．１３％（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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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本次数据来源于ＣＮＫＩ－《经济研究》期刊，覆盖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经过清洗后获取有效数据１６２３篇（去除征文启事、通告、广告等
无效数据），其中有１０６篇文章不含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本文根据论文ＪＥＬ编码的类型将论文按照领域进行分类．含有多个ＪＥＬ编码的论文，按
照编码的个数将这篇论文按一定权重划归不同的领域．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详细讨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更加丰富的数据结果，例如按照
影响力加权各领域发表论文比重的变化、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结果、机构合作和作者合作关系、研究主题变化等［１２］．
Ａｎｇｒｉｓｔ等［２］研究了８０本国际期刊１９８０年～２０１５年发表论文的数据，统计了不同领域中论文发表情况．其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间在这８０
本期刊中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占比在１４．５％左右，金融学在６％左右．
“其它”类的论文比重增加也较高（２．７个百分点），里面包括经济学教学、经济思想史、商业管理、经济史等占比较小的类型．
近年来，发表国内高水平ＣＳＳＣＩ论文的竞争日益激烈．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国内高水平ＣＳＳＣＩ期刊总体刊发论文的数量减少了１４％，进
一步提高了论文发表的难度和竞争程度．
本文统计每所高校和科研院所ＣＳＳＣＩ和ＳＳＣＩ论文的发表量，建立论文研究指数变量，计算公式为：ｉ类型研究指数＝（本校ｉ类型论文
发文量－全国高校ｉ类型论文平均发文量）／全国高校ｉ类型论文平均发文量，其中ｉ为ＣＳＳＣＩ或者ＳＳＣＩ．
有一些论文会获得多个项目的资金支持，而本文没有剔除重复资助的情况．计算占比的公式为ｔ年获得某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ｔ年被
资助论文总数×１００％．因此，总占比加总会超过１００％．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中国国内高校期刊论文类型分布

Ｆｉｇ．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ｏｐｔｉ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表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高水平ＣＳＳＣＩ发表论文署名基金支持信息

Ｔａｂｌｅ２Ｆ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ｔｉｅｒＣＳＳＣ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份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基金 论文数 占比／％ 论文数 占比／％ 论文数 占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６３３ ４１．８８ ２１５６ ５７．５０ ３７９２ ４９．５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１４５７ ３７．３７ １６１６ ４３．０４ ３０７３ ４０．１５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１４０１ ３５．９３ ９８２ ２６．１５ ２３８３ ３１．１３

署基金论文数

（论文总数）

３８９９

（５０２５）
—

３７５５

（４３１６）
—

７６５４

（９３４１）
—

　　在《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标注获得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的论文占比更高．在 ２０１０年 ～
２０１９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标注基金资助
信息的论文有１３１３篇，占总体发文量的８０．９％，

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论文占

５８９５％，而近五年来，这一比重达到了６４．９０％，
远高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基金（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经济研究》发表论文署名基金支持信息

Ｔａｂｌｅ３Ｆ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份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基金 论文数 占比／％ 论文数 占比／％ 论文数 占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３２ ５２．５３ ４４２ ６４．９０ ７７４ ５８．９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２５２ ３９．８７ ３１１ ４５．６７ ５６３ ４２．８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２１８ ３４．４９ １６９ ２４．８２ ３８７ ２９．４７

署基金论文数

（论文总数）

６３２

（８０８）
—

６８１

（８１５）
—

１３１３

（１６２３）
—

　

２．３　中国经济科学的国际地位
中国经济科学的国际论文发表量增长迅速，

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对比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
前后两个 ５年期，中国内地经济学科 ２０１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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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在 ＳＳＣＩ期刊共发表论文６６７７篇，在世
界排名第 １０；其中国际 Ａ类及以上期刊论文
２１２篇，世界排名第１１．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中国
内地经济学者 ＳＳＣＩ论文发表数量为１４７７６篇，
世界排名跃升至第４；其中国际 Ａ类及以上经济

学期刊论文５６４篇，世界排名跃升到第６名．前
后５年对比，中国内地经济学者的 ＳＳＣＩ论文发
表数量增长了１２１３％，国际Ａ类及以上经济学
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增长了 １６６．０％（图 ３和
图４）．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按照经济学科ＳＳＣＩ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的国家和地区

Ｆｉｇ．３Ｔｏｐ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ｒａｎ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ＳＣ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图４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经济学科按国际Ａ类及以上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的国家和地区

Ｆｉｇ．４Ｔｏｐ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ｒａｎ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ａｎｄ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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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科学高被引论文数量显著增加，国
际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以经济学与商学 ＥＳＩ高
被引论文（遴选阈值为前１％）为计量标准，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年，中国内地经济学者发表的 ＥＳＩ高被
引论文数有９０篇，位于世界第 ６位；而 ５年后，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内地经济学者发表的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数增加到２４２篇，仅次于美国、英
国，位居世界第３，当然，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
差距还非常大．对比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前后２个
５年，中国内地经济学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的世界份
额由６．３６％增长至 １５．３４％，是排名前 ２０的国
家／地区中增长最快的（见表４）．在２０１６年，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率先进入了

ＥＳＩ前１％的行列，之后中国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７）、
西安交通大学（２０１７）、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８）、中
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８）、复旦大学（２０１９）、上海财经
大学（２０１９）、浙江大学（２０１９）、厦门大学（２０１９）、

中山大学（２０２０）、中央财经大学（２０２０）等１０所
高校也陆续进入经济学与商学ＥＳＩ前１％．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资助绩效显

著，在推动中国内地经济科学国际化进程中发挥

主体作用．据统计，在经济学 ＳＳＣＩ期刊发表的论
文中有部分论文公开了获得科研项目资助支持的

来源瑏瑥．在公布此类信息的论文中，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内地经济学者的ＳＳＣＩ论文数
量从２０１０年的５７篇跃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１１５篇，
占论文总量的比例从 ５１．９％上升至 ８３．９％
（图５）．这表明中国内地经济科学学术研究国际
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显示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在选择

优秀研究课题、资助优秀研究人员与学术团队方

面拥有高效、有力、合理的管理服务机制，已成

为我国经济科学领域最重要最有效的资助

来源．
表４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经济学科国家（地区）的高被引论文数量

Ｔａｂｌｅ４Ｔｏｐ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ｒａｎ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ＳＩ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国家／地区
１０年

总计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论文数 世界份额／％ 排名 论文数 世界份额／％ 排名

份额

增量／％

排名

变化

世界 ２９９４ １４１６ — — １５７８ — — — —

美国 １６７２ ８８９ ６２．７８ １ ７８３ ４９．６２ １ －１３．１６ ０

英国 ７２４ ３２８ ２３．１６ ２ ３９６ ２５．１０ ２ １．９３ ０

中国内地 ３３２ ９０ ６．３６ ６ ２４２ １５．３４ ３ ８．９８ ３

德国 ２５７ １１７ ８．２６ ４ １４０ ８．８７ ４ ０．６１ ０

加拿大 ２４０ １２７ ８．９７ ３ １１３ ７．１６ ９ －１．８１ －６

荷兰 ２２９ １０７ ７．５６ ５ １２２ ７．７３ ５ ０．１７ ０

法国 １７８ ６８ ４．８０ ８ １１０ ６．９７ ６ ２．１７ ２

澳大利亚 １８０ ７２ ５．０８ ７ １０８ ６．８４ ７ １．７６ ０

西班牙 １４６ ６１ ４．３１ ９ ８５ ５．３９ １０ １．０８ －１

意大利 １４２ ４１ ２．９０ １１ １０１ ６．４０ ８ ３．５１ ３

瑞士 １０９ ４６ ３．２５ １０ ６３ ３．９９ １１ ０．７４ －１

瑞典 ９０ ３７ ２．６１ １２ ５３ ３．３６ １３ ０．７５ －１

中国香港 ７４ ３６ ２．５４ １３ ３８ ２．４１ １６ －０．１３ －３

新加坡 ６７ ２１ １．４８ １７ ４６ ２．９２ １２ １．４３ ５

比利时 ７２ ２７ １．９１ １６ ４５ ２．８５ １４ ０．９４ ２

丹麦 ６８ ３２ ２．２６ １４ ３６ ２．２８ １５ ０．０２ －１

奥地利 ５８ ３０ ２．１２ １５ ２８ １．７７ １７ －０．３４ －２

苏格兰 ４８ ２１ １．４８ １９ ２７ １．７１ １８ ０．２３ １

挪威 ４９ ２１ １．４８ １８ ２８ １．７７ １９ ０．２９ －１

芬兰 ４０ １４ ０．９９ ２０ ２６ １．６５ ２０ ０．６６ ０

—８—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２月

瑏瑥 在２０１９年发表的４２３７篇ＳＳＣＩ论文中，有２５２２篇署名获得某类基金支持，占比５９．５％．这一数字在早些年份的比例更低，可能的原
因是论文没有获得任何基金资助，或者ＷｏＳ中存在数据缺失．



图５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自科基金委对经济学科国际论文发表的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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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中国经济科学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科学在不断取得突破和成绩的同

时，在研究领域、学科影响、研究体制、合作关系等

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日益显现．
１０年来，中国内地经济学者在世界５大顶级

经济学期刊共发表论文４５篇，包括 ＡＥＲ１９篇，
ＥＣＴＡ９篇，ＪＰＥ７篇，ＱＪＥ４篇，ＲＥＳ６篇．在其他
国际 Ａ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共 ７３１篇，ＪｏＥ１７２

篇，ＪＦＥ６５篇，ＪＦＱＡ５２篇，ＪＩＥ４８篇，ＪＥＴ４４篇，
ＪＥＥＭ４３篇，ＲＦＳ４３篇，ＪＤＥ４０篇，ＩＥＲ３７篇，
ＪＰｕｂＥ３１篇，ＥＪ２６篇，ＡＪＡＥ２６篇，ＲＥＳｔａｔ２０篇，
ＪＭＥ２０篇，ＪＵＥ１５篇，ＪＦ１４篇，ＲＡＮＤ１４篇，ＪＬａ
ｂｏｒＥ１０篇，ＪＬＥ９篇，ＪＥＥＡ２篇．中国学者在计量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

学等领域的研究优势明显，在经济学理论、劳动经

济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领域则不具备显

著优势．

中国内地学者在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中发表论

文数目增速很快，但聚焦中国问题并有国际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较少．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以中国内地
机构为署名单位，发表在世界５大顶级经济学期刊
的论文共有１２篇，其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有３篇，

占比为２５％，其中ＡＥＲ１篇，ＪＰＥ１篇，ＱＪＥ１篇；在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中国内地学者发表在世界５大
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３３篇论文，其中与中国问题
相关的论文仅 １０篇，占比为 ３０３％，其中 ＡＥＲ
４篇，ＪＰＥ３篇，ＱＪＥ２篇，ＲＥＳ１篇．这些数字比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有显著上升，但数量依然很少．

此外，论文的研究合作模式也相对单一，以内地－海
外机构合作为主．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间由内地学
者独立发表或者内地机构之间合作发表在世界

５大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中国问题相关论文数量
为零．鲜有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为国际经济学界
所熟悉并接受，鲜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学

术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此外，中国每年
向欧美高校输送了大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包括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鲜有中国大学自己培

养的经济学博士能够到世界知名大学任教或者国

际机构任职．同时，中国经济科学的教学体系虽
然不断推进国际化试点，但未形成规范、系统、可

推广的国际化教学体系．在学科评估和职称评审
中，还存在重论文数量、轻研究质量的单一、僵化、

落后评价体系．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经济科学学科在

个别项目与领域方面的管理和评价体系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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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提升空间．以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间立项的
２０５项经济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瑏瑦为
例，从ＷｏＳ和ＣＮＫＩ数据库的基金资助信息中抽
取项目资助号进行分析，统计标注基金支持的国

际Ａ类及以上 ＳＳＣＩ论文仅有７篇，国内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论文２２篇．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该
项目本身希望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初衷．在同
一时期，经济科学学科共设立１７个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３６个重点项目，截止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标注经济科学学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支持、发表在国际 Ａ类及以上 ＳＳＣＩ论文共 ９
篇，国内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论文２４篇；标注经济科学
学科重点项目支持、发表在国际 Ａ类及以上 ＳＳＣＩ
论文共１５篇，国内高水平 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３６篇，总
体资助绩效在国际发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还需

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与国际学术机构

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活跃的合作交流关系，但这

种合作主要集中在国内少数经济学国际化程度比

较高的大学和少数优势研究领域．在国际论文发
表方面，形成了以香港四所高校（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内

地七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

大学）为重要节点的研究网络．内地高校和学术
机构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合作较多，但中国内地高

校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紧密．

３　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

成果的重大突破，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要培养造

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２０２０年
３月３日，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

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加强“从０到１”基础研

究方案工作》，强调提高研究质量，要求加强基础

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

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自然科学基金

委鼓励研究人员围绕基础科学问题展开研究，推

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以自然科学基金委“原创、前沿、需求、交叉”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为导向，基于大量文献计量学

研究成果，经过众多专家反复研讨论证，厦门大学

经济学科牵头的课题组完成了《经济科学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十四

五”规划期间，经济科学要重点推进经济科学的

基本理论、国家重大需求、交叉学科等重点领域的

原创性、前沿性、交叉性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服

务国家经济建设与全球化实践的重大需求，提升

中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水平，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

故事，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报告提出并论证了“十四五”规划期间在计量经

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金融经济等主要经济

科学领域需重点资助的项目内容，建议自然科

学基金委要继续努力推动经济科学与数学、统

计学、信息科学、物理学、工程科学、医学科学、

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历史、语言等社会

科学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为落实自然科学基

金委“优化学科布局”的改革任务，适应经济科

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报告提出并论证了经

济科学学科申请代码的调整方案，明确新申请

代码下的资助范围和内容，为经济科学的繁荣

发展做好顶层设计
［１２］．

报告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自然科学基金

委要抓住时代机遇，顺应国际潮流，推动中国经济

科学学科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实现以下六项

战略目标：

１）扶植优势强势．继续保持在若干国际前沿

领域的领先优势，在优势学科领域培养出一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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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项目数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为ＬｅｔＰｕｂ系统，下同．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统计的是经济科学学科在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９年立项的项目（项目代
码Ｇ０３开头）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情况，一些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立项的项目依然处于资助期，项目成果还未
能充分反映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



流国际学术团队和学术领军人才．中国经济学者
在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等已经

出现了一批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不仅在世界顶级

经济学专业期刊有持续发表，并积极投身于中国

经济学现代化的教育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科学规

范化与国际化进程．要保持这种学科发展的良性
态势，优先加大对这些中国优势学科的科研基金

支持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相关领域经济

学研究，在优势学科产生原创性、突破性、里程碑

式的研究成果，推动这些优势学科领域率先进入

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２）补齐弱项短板．孕育根植于中国改革实践

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介绍中国经

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衍生出
大量新问题、新挑战、新实践，需要从学理上进行

阐释、论证、总结和推广．中国经验是中国人民对
世界知识宝库的重大贡献，需要明确基本概念、刻

画典型事实、解析核心问题、论证重大定理．经过
四十年的改革实践和经济学教育积累，完全可以

实现从中国特色经济问题向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转

变，将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一般经济规律，从而为

世界经济科学贡献中国智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

国际话语权．目前，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还不多，这与中国经济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影响极不相

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需要优先、重点资助有潜
力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的研究项目与研

究团队，在国际最高学术平台发出中国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同时
要强化重点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中国宏观和微

观经济数据库建设、中国经济改革文献与研究成

果；非线性分析方法、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方法等

基础研究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等．
３）服务重大需求．面向国家经济治理与经济

建设重大需求，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科学建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在产
业升级、基础教育、公共医疗、金融安全、对外贸

易、人口结构、地方债务、地缘关系等方面面临巨

大冲击和挑战．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服务于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设计、重要经济决策出台、重大经济

政策论证，要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科学问题，对国家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制定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基础性研究．
４）引领时代潮流．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各方面正在和将要发生的深

刻影响，包括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关

系、经济运行模式的深刻影响，前瞻性研究这些新

变化．同时，密切跟踪与关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对经济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的影响，鼓励研究

方法创新，鼓励交叉学科、交叉领域的合作．探索
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

实现学科交融、解决共性难题、扩展知识体系．利
用已有的学科资源搭建新的研究平台，建立跨学

科交叉研究的培养机制，包括组织暑期学校、学术

会议、联合培养等模式，促进包括但不限于经济

学、心理学、数学、统计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

等在内的不同学科一流学者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从研究经费支持、评价机制设计等方面创造适当

的学术环境，鼓励学者从事交叉性研究，攻克学术

难题．
５）拓展国际合作．鉴于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主

要是中国内地与海外合作研究模式，而且这一模

式在短期甚至中期（一个“五年规划”）预计不会

有太大改变，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向纵深发展，鼓励与海外学术机构之间的强强

合作，促进学科之间、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完善
国内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建立类似美国 ＮＢＥＲ的
组织，鼓励国内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学

术活动，促进国内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促进

政策制定者、产业界、学术界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促进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学

术平台讲述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经济科学的国际

影响力．
６）强化科学评价．建议一套经济科学研究综

合评价体系，破除唯 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和 ＳＣＩ／ＣＳＣＩ论
文数量论，提倡以研究质量为导向，坚持规范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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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期刊质量、论文引用率、同行评议、科研基金

资助项目等多维度综合评价学术研究的科学价

值、重要性、研究质量、学术影响．鼓励中国学者
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重点，采用规范研究方法，通过

在高水平ＳＳＣＩ期刊发表研究论文来提升中国经
济学的国际影响力；给予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一

定的自主权，按照自身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采

用分类分级方法评价学术研究质量；探索建立适

用于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不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

经济智库研究的评价体系，提升经济智库研究水

平与科学性，促进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之间的平

衡发展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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