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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0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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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pulation[J]. 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版, 2021, 2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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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 P ,  Lu M , A Note on the Role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Urbanization Feature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  2021. 

[4]  Huiyong Z ,  Ming L . The Eurozon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Common Currency 

Area,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J]. Academic Monthly, 2015. 

[5] Han L ,  Lu M . Housing prices and investment: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inland-favoring 

land supply policies[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6, 22(1):1-16. 

[6] Liang W ,  Lu M ,  Zhang H . Housing prices raise wages: Estimating the unexpected 

effects of land supply regul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016, 33. 

[7]  Jebran K ,  Chen S . Examining anomalies in Islamic equity market of Pakista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 2017, 7(3):275-289. 

[8] Jebran K ,  Iqbal A ,  Bhat K U , et al. Effect of Terms of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J]. Emerging Economy Studies, 2018, 4(2):239490151879506. 

[9] Energy Abundance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2000–2014[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7. 

[10]  Yu H ,  Xin X . Demand elasticity, ramsey index and Cross- Subsidy Scale estimation 

for electricity price in China[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020, 24(6). 

[11] H Yu. Calculating a GPI for Liaoning Province of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 Yu H . Environmental accident and its treatment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 case study on 

China[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Assessment, 2012. 

[13]  Yu H ,  Zhang T Z . Evaluation of major polluting accidents in China-Results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9, 168(2-3):670-673. 

[14] Hou, Yu.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Method[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4, 1010-1012:1957-1962. 

[15] Ming Lu,Kuanhu Xiang.Great Turning: How Has the Chinese Economy Been Trapped in 

an Efficiency-and-Balance Tradeoff?[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6. 

[16] LU Changchong,Chen Shihua.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romotion of top manager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the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essure for corporat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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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咨询成果 

（一）批示 

[1] 国务院副总理批示：2018 年 4 月 11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来通报，吕炜

教授等刊发在《成果要报》上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肯定性批示。 

[2] 国家领导人批示：2019 年，国家级决策咨询成果《专家呼吁对直销行业展开全面排查》

获批示。 

[3]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20 年 12 月，《关于“十四五”时期我省充分开发和利用产

业数据富矿的对策建议》，刊发在辽宁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20 年第 30 期（总

第 99 期，2020 年 12 月 3 日），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肯定性批示（2020 年

12 月 9 日）。 

[4]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20 年 10 月，《关于“十四五”时期我省“新基建”重点突

破领域的建议》，刊发在《社科智库》2020 年第 22 期，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

清的肯定性批示（2020 年 10 月 23 日）。 

[5]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省长批示：2020 年 8 月，《规范化发展我省地摊经济，提

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刊发在新华社内参《新华中经观察》2020 年第 24 期（总第

126 期，2020 年 7 月 31 日），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和省长刘的肯定性批示

宁（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16 日）。 

[6]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20 年 5 月，《切实保障我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刊发在新华社内参《新华中经观察》2020 年第 15 期（总第 117 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2020 年 6 月 3 日）、副省长陈绿平（2020 年 6 月 4

日）肯定性批示。 

[7]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20 年 4 月，《建议通过系统性布局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刊发在新华社内参《新华中经观察》2020 年第 9 期（总第 111 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2020 年 4 月 16 日）、副省长陈绿平（2020 年 4 月

17 日）、副省长郝春荣（2020 年 4 月 14 日）肯定性批示。 

[8]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19 年 4 月 29 日，《中美贸易协定签订后辽宁仍受美影响的

经贸风险点与应对策略》，刊发在辽宁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19 年第 8 期上，

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肯定性批示（2019 年 5 月 20 日）。  

[9]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18 年 12 月，《进一步加强辽宁对外合作的建议》刊发在辽

宁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18 年第 28 期上，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2018

年 12 月 31 日）、省委秘书长刘焕鑫（2018 年 12 月 27 日）、副省长陈绿平（2018 年

12 月 26 日）、副省长李金科（2018 年 12 月 25 日）、省人大副主任康捷（2019 年 1

月 2 日）肯定性批示。 

[10]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17 年，《补齐短板，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实体经济振兴》

刊发在《新华中经观察》2017 年第 3 期，并获得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省长陈求

发肯定性批示。 

[11]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17 年，《破解辽宁经济结构难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获

得中央政治局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肯定性批示。 

[12]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批示：2016 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第一轮振兴的客观评价》、《辽

宁经济所处历史方位、阶段特征与未来五年战略目标和发展要求》、《关于辽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落实五大任务的对策建议》《关于推进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

议》，为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起草《辽宁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供重要支撑，并获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肯定性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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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批示：2019 年 9 月 30 日，研究报告《区域化方法对中国国际比较结

果的影响研究》，获得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肯定性批示（2019 年 10 月 15 日）。 

[14]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批示：《关于大连外贸应对疫情影响的对策建议》，

呈送大连市政协，由大连市政协合稿《关于疫情对大连外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报送中

共大连市委领导，并获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的肯定性批示（2020 年 3 月 10 日）。 

[15]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批示：2014 年，《中韩自贸区对大连经济的潜在影

响及其应对策略》，被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唐军批示。 

[16]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批示：2013 年，《大连全域开放战略的新思考》，

发表在大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上，并被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

委书记唐军批示。 

[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批示：2019 年，《2019 年 4 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预

测报告》，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批示。 

[18] 辽宁省省委书记批示：2021 年 1 月《搭建行业智库为决策提供制度支撑》刊发在《人

民日报》内参，2020 年 12 月 3 日《关于“十四五”时期我省充分开发利用产业数据富

矿的对策建议》刊发在社科智库第 30 期。辽宁省省委书记张国清 2020 年 12 月 9 日批

示。 

[19] 辽宁省省长批示：2019 年 8 月，《关于辽宁推进“中国—中东欧 17＋1”经贸合作的

建议》刊发在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19 年第 18 期（2019 年 8 月 28 日），并获

得辽宁省省长唐一军批示（2019 年 9 月 11 日）、副省长陈绿平（2019 年 9 月 12 日）

肯定性批示。 

[20] 辽宁省省长批示：2019 年 5 月，《我省建设积极有为全方位开放格局举措建议》刊发

在新华社内参《新华中经观察》2019 年第 13 期（2019 年 5 月 10 日），并获得辽宁省

省长唐一军批示（2019 年 5 月 13 日）、副省长陈绿平（2019 年 5 月 14 日）肯定性批

示。 

[21] 辽宁省省长批示：2018 年，《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撬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刊发在《新

华中经观察》2018 年第 35 期上（2018 年 11 月 15 日），并获得辽宁省长唐一军肯定性

批示（2018 年 11 月 20 日）。 

[22] 辽宁省省长批示：2014 年，《关于我省 2014 年经济形势分析和 2015 年经济发展建议

的报告》，被辽宁省长李希、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副省长周忠轩批示。 

[23] 辽宁省省长批示：2021 年 6 月，《关于借鉴伦敦金丝雀码头改造经验推进太平湾开发

建设的建议》，刊发在辽宁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21 年第 17 期（总第 116 期），

获得辽宁省长刘宁肯定性批示（2021 年 6 月 27 日）；大连市长陈绍旺肯定性批示（2021

年 6 月 29 日）。 

[24] 辽宁省政协主席批示：2017 年，《关于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与俄罗斯远东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对接合作的建议》，获得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肯定性批示（2017

年 4 月 18 日）。 

[25] 辽宁省政协主席批示：2017 年，《关于辽宁装备制造业与俄远东超前发展区产业对接

合作的建议》，获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肯定性批示。 

[26] 辽宁省辽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批示：2021 年 10 月，《推动“碳达峰”“碳

中和”助力我省绿色发展》，刊发在新华社智库《新华中经观察》2021 年第 39 期（总

第 184 期），获得辽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李乐成肯定性批示（2021 年 11

月 1 日），并获得副省长姜有为肯定性批示（2021 年 11 月 1 日）、大连市长陈绍旺肯

定性批示（2021 年 11 月 1 日）。 

[27]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2020 年 5 月，《关于推进我省“17+1”跨境电子商务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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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在《社科智库》2020 年第 10 期（总第 79 期）（2020 年 5 月 11 日），获得辽宁省

副省长陈绿平肯定性批示（2020 年 5 月 21 日）。 

[28]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充分利用网红经济助力我省经济发展的建议》，刊发于辽宁省社

科界《社科智库》2020 年第 7 期（总第 76 期，2020 年 3 月 26 日），获得辽宁省副省

长陈绿平（2020 年 4 月 3 日）、副省长张立林（2020 年 4 月 8 日）、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福海（2020 年 4 月 17 日）、锐林（2020 年 4 月 21 日）、省人大副主任康捷（2020

年 5 月 14 日）肯定性批示。 

[29]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关于辽宁加快建设对俄开放合作高地 打造中俄合作桥头堡的建

议》，刊发于辽宁省社科联内参《社科智库》2020 年第 1 期，并获得辽宁省副省长陈

绿平肯定性批示（2020 年 1 月 15 日）。 

[30]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2018 年，“辽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系列专题获得辽宁省副省

长李金科肯定性批示（2018 年 12 月 29 日），《辽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比较研究

报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研究报告》、《辽宁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人才支撑研究报告》获得被辽宁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府参事室和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采用（2018 年 12 月 14 日），相关建议和观点已吸纳进入 2019 年“全省经济工

作会议”相关报告、《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关材料。 

[31]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2015 年，《关于“十三五”期间培育辽宁经济新增长点的研究》

发表于《研究报告》2015 年第一期，并获得辽宁省副省长批示。 

[32] 辽宁省副省长批示：2021 年 12 月 31 日，《打造辽西小米产业基地的对策建议》，刊

发在新华社智库《领导专报》。并获辽宁省副省长批示。 

[33] 大连市副市长批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大连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建议》，刊发

于大连市社科联内参《决策参考》2020 年第 3 期，并被大连市副市长张志宏批示（2020

年 2 月 7 日）。 

[34] 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批示：关于大连外贸应对疫情影响的对策建议，呈送大连市政协，由

大连市政协合稿《关于疫情对大连外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报送中共大连市委领导，获

得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肯定性批示，2020 年 3 月 10 

[35] 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肯定性批示：中韩自贸区对大连经济的潜在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获得

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肯定性批示，2014 年 7 月 

（二）采纳 

[1] 国务院采纳：2005 年，《农村义务教育成本分担与保障机制研究》成为当年国务院出

台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改革的重要决策参考。 

[2] 国务院采纳：2004 年，《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运行机制研究》成为当年国务院出台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助学贷款改革政策的重要决策参考。 

[1] 教育部采纳：2018 年，部级决策咨询成果《以反垄断和金融体制改革大幅降低我国企

业贷款成本》获受采纳。 

[2] 教育部采纳：2018 年，《中美贸易战的现实、预警和短、中、长期应对思路》获受采

纳。 

[3] 教育部采纳：2016 年，《以强化改革意识为突破口积极稳妥推进资源类“僵尸企业”

职工安置》获受采纳。 

[4] 财政部采纳：2012 年，《“十二五”时期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部分政策建议

被财政部采纳并直接进入相关政策。 

[5] 民航局采纳：2013 年，《民航应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民航

局提前应对财税体制改革和优化民航发展基金管理提供对策思路。 

[6] 省级采纳：2018 年，《沈扶新区招商引资产业指导》获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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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省级采纳：2016 年，《辽宁招商引资重点产业发展指导》获受采纳。 

[8] 省级采纳：2009 年，《辽宁省“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路研究》课题研究，直

接为辽宁省“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基本思路和规划草案。 

[9] 省级采纳：2005 年以来，针对辽宁“五点一线”开展系列研究，及 2008 年参与完成的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前期研究，为 2009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提

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1] 大连市政协采纳：2016 年，《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调研报告》被大连市

政协采纳。 

[2] 市级采纳：2014 年，完成的《长兴岛炼化项目对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带动研究》，为大

连市制定与中石油合作谈判的具体策略，为提升项目拉动大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3] 大连市住房保障中心采纳：2012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益贫式

增长视角下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研究》，其部分建议得到大连市住房保障中

心采纳和应用。 

（三）刊发 

[1] 《成果要报》刊发：2020 年 1 月 19 日，《关于加快调整税源划分促进央地收入分配合

理平衡的建议》发表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 

[2] 《成果要报》刊发：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优化税收结构和降低税费负担有效应对

美国新税改》刊发在《成果要报》上。 

[3] 《教育部简报》刊发：2020 年 4 月 23 日，《进一步完善客运服务进项税额抵扣政策 促

进常态防疫下经济全面恢复》发表在《教育部简报》2020 年第 3 期。 

[4] 《经济分析报告》（中央版）刊发：2017 年 7 月 12 日，《辽宁振兴需着力优化市场环

境》刊发在新华社内参《经济分析报告》（中央版）2017 年第 1125 期，并专送国务委

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领导和部门参阅。 

[1] 《人民日报内参》刊发：2021 年 1 月，《搭建行业智库为决策提供制度支撑》，刊发

在《人民日报内参》2021 年第 1 期。 

[2] 《人民日报内参》刊发：2020 年 2 月 28 日，《非冠疫情对经济影响与灾后生产恢复重

点领域建议》发表于《人民日报内参》。  

[3] 《人民日报内参》刊发：2018 年，《关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扎堆赴美上市的风险与监管

建议报告》在《人民日报内参》刊发。 

[4] 《人民日报内参》刊发：2016 年，部级决策咨询成果《专家认为欧盟整体经济形势面

临重大挑战》在《人民日报内参》刊发。 

[5] 《信息专报》刊发：2020 年 4 月 28 日，《加强中央兜底和地方税体系建设，有效支撑

疫情防控与疫后恢复工作》发表于经济日报社《信息专报》。 

[6] 《经济内参》刊发：2018 年 12 月 10 日，《新形势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去”的路

径选择》，刊发在经济日报社《经济内参》2018 年第 120 期。 

[7] 《高校智库专刊》刊发：2020 年 4 月 23 日，《进一步完善客运服务进项税额抵扣政策 

促进常态防疫下经济全面恢复》发表于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 

[8] 《情况反映》刊发：2014 年，《以满足结构性需求为突破口全面扩大文化消费》，发

表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内参《情况反映》上。 

[9] 《群言》刊发：2018 年，《建议大幅下调我国电价》被中央政策研究室《群言》（2018

年第 93 期）刊发上报党和国家领导人。 

[10] 《社科智库》刊发：2020 年 10 月，《全面协调推进我省“新基建”的对策建议》，刊

发在《社科智库》2020 年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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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华中经观察》刊发：2020 年 3 月 6 日，《加快推进我省现代服务业的“互联网+”

转型》刊发在新华社内参《新华中经观察》2020 年第 4 期。 

[12] 《新华中经观察》刊发：2017 年，《不忘初心，久久为攻，辽宁振兴开启新征程》刊

发在《新华中经观察》2017 年第 22 期。 

[13] 《新华中经观察》刊发：2017 年，《以改革创新为引领，经济发展明显向好》刊发在

《新华中经观察》2017 年第 21 期。 

[14] 《新华中经观察》刊发：2017 年，《挖掘潜力，以消费结构升级助推经济增长》刊发

在《新华中经观察》2017 年第 2 期。 

[15] 《新华中经观察》刊发：2022 年 5 月 23 日，《建设高水平独立站推动我省跨境电商发

展》，刊发在新华社智库《新华中经观察》2022 年第 18 期（总第 208 期）。 

[16] 《新华舆情》刊发：2018 年 1 月，《新时期重构“宣传自信”，让国人理解东北——

关于东北经济媒体效应的冷思考》刊发在《新华舆情》2018 年第 3 期。 

[17] 《咨询文摘》刊发：2015 年，《打造辽宁版“工业 4.0”，靠智能化升级破解工业下行

困境》发表在省委政研室内参《咨询文摘》上。 

[18] 《咨询文摘》刊发：2015 年，《关于围绕新型城镇化在“十三五”时期培育新增长点

的对策研究》发表在省委政研室内参《咨询文摘》上。 

[19] 《咨询文摘》刊发：2014 年，《大连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被《辽宁省政协十一

届八次常委会大会发言材料汇编》收录，并发表在省委政研室内参《咨询文摘》上。 

[20] 《咨询文摘》刊发：2013 年，《辽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建议》发表在省委政

研室内参《咨询文摘》上。 

[1] 《学习与研究》刊发：2020 年 9 月，《大连市推进“新基建”应抓住五大重点方向》，

刊发在大连市社科院内参《学习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2] 《决策参考》刊发：2019 年 4 月 15 日，《借助对标上海和对口合作 加快推进大连全

面深化改革》，刊发在大连市社科联内参《决策参考》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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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文章 

[1]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守正创新推进新时代财政理论建设》[N],2022-02-09(009). 

[2]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让财政在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N],2021-5-21（013）. 

[3]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N],2020-10-09(009). 

[4]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更好发挥财政保基层运转的作用》[N],2020-07-17(009). 

[5]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 《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财政关系》

[N],2020-03-31(009). 

[6]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开源节流 深化改革 更好发挥财政保基层运转的作用》

[N[,2020-7-17(009). 

[7] 《人民日报（理论版）》理论文章：吕炜.《深化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N]，2019-7-3(009). 

[8]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 《在发挥制度优势中更好发展市场经济》

[N],2018-04-17(007). 

[9]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国财政》[N],2017-01-17(007). 

[10] 《人民日报》理论文章：鲍洋.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N],2016-4-14(007). 

[11] 《光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属性和建设方向》[N],2021-5-21(011). 

[12] 《光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 《加强财政对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N],2020-06-09(011). 

[13] 《光明日报》理论文章：周学仁.《外需型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对策》[N],2012-04-25(012). 

[14] 《经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下好东北全面振兴“先手棋”》[N],2021-12-22(010). 

[15] 《经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指南》

[N],2021-10-25(010). 

[16] 《经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创造“两大奇迹”的成功密码》[N],2021-7-19 (010). 

[17] 《经济日报》理论文章：吕炜. 《扭住东北全面振兴的“牛鼻子”》[N],2021-01-27(010). 

[18] 《中国社会科学报》：吕炜,靳继东. 《财经类高校智库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关键问题》

[N],2018-07-19(002). 

[19] 《中国社会科学报》：吕炜. 《深化经济关键领域体制机制改革》[N],2018-01-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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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研究”

（71833002），吕炜，在研，230.3 万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央地财政关系与财政制度优化研究”（72133001），

吕炜 

[3]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2001MZD011），陆铭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数据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有效治理”

（72073094），陆铭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与治理研究”( 71834005) ，

陆铭 

[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本途径

和政策选择研究”（13&ZD015），陆铭 

[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

（12AZD045），陆铭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包容性的城市发展：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外

部性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71273055），陆铭 

[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英文版）

（12WJL001）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研究” ，陆铭 

[10]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四五”时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的总体思路和举措研究”，陆铭 

[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项

目批准号：19ZDA056），主持人：孟捷，2019.1—2023.12，子课题负责人：庞明

川， 

[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选择、财力保障与

地方政府激励研究”（14ZDA032），吕炜，已结项 

[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风险评估及安全管理机制研

究”（18AGJ003），陈菁泉，在研，35.0 万元 

[14]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兴产业中股东社会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15CJY045） ，万丛颖 

[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口迁移决策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实证测度、微

观证据与影响机制”（71973020），王伟同，在研，48.0 万元 

[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益贫式增长中的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

（71103029），刘畅，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产折价销售与流动性风险传染：基于银行间一致

性行动的实验研究”（71773013），宗计川，在研，48.0 万元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的识别及对逆向投资的影响

机理：基于中国样本的实证检验与案例分析“”（71373037），庞明川，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与城

市体系协同发展”（71804021）,张明斗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业质量评价与提升机制及政策研究”（18AJY007），

张抗私，在研，35.0 万元 

[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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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 FDI 流入效应研究”（18BJL112），周学仁，在研，20.0 万元 

[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融工具视角的土地财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相应

激励体系重构研究”（17BJL037），周彬，在研，20.0 万元 

[2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风险评估及安全管理机制研究”，

（18AGJ003，在研，陈菁泉 

[2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俄罗斯金融体制改革二十年回顾、展望及对我国启示研

究”，项目主持人（11CJL043），已结项（结项证书编号：20160572），陈菁泉 

[25]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转轨国家金融安全与宏观调控问题研究”，项目主持人

（16YJA790006，已结项，结项证书编号：2021JXZ0308），陈菁泉 

[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的空间结构与体系协同研究”

（18FJY023），张明斗 

[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口结构多维转变的经济测度与增长机理研究”

（71303033），王伟同， 

[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企业视角下财政压力对环境污染

的影响机制：基于空间群分效应的理论与实证”（71803015），许宏伟，在研，18.0

万元 

[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土地资源配置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影

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对策”（72003020），韩立彬，在研，24.0 万元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地区人口流出与地方政府行为：特

征事实、内在逻辑与政策意涵”（71904024），王斌斌，在研，20.0 万元 

[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对沿线国家

政府债务削减效应研究”（19CJL042），鲍洋，在研，20.0 万元 

[3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代际阶层固化与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特征事实、

制度成因与政策意涵”（17YJAZH083），王伟同 

[3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红利衰减的经济影响测度及其内部替代机

制研究”（13YJA790117），王伟同 

[3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公共服务绩效优化路径的民生改善机制研

究”（09YJC790029），王伟同 

[3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以政府公共福利促进益贫式增长的绩效评价与制

度安排”（09YJC790030），刘畅 

[3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民生支出绩效评价与改善：政府与公

共二维视域下的研究”（2012M510659），王伟同 

[37] 财政部共建联合研究课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研究》 ，王伟同 

[38] 财政部部省共建联合研究课题《“一带一路”国家税收政策合作问题研究》，2019，

周学仁 

[3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全面参加国际比较项目(ICP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

究》，主要参加者（13&ZD171），侯瑜 

[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财政分权、政府间经济职能分工与我国宏观经济稳

定：生成机制、实证检验与改革方略选择》（71873024），周波 

[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中国

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视角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政策意涵》（71273043），周

波 

[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非线性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基于中国的模型、实证

和政策引申》（71003015），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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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一批面上资助，《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宏观

绩效评价与政策设计》（2012M510654），周波 

[4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经济测度及其交互影

响研究”（2014T70168），王伟同 

[4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益贫式增长中的绩效评价与制度安排”

（2012M510658），刘畅 

[4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异质性与体系

协同研究”（2019M651456），张明斗 

[47]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基于 SNA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价值链延伸投资策

略研究”（15YJA790094），周学仁 

[48]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居住分离、邻里选择与社区空间秩序重构》（18YJA790022），

冯云廷 

[4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济转轨进程中高管与企业战略的匹配研究”

（10YJC630013），曹志来 

[50]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路径选择与适应性研

究”（2013M540183），万丛颖 

[51] 部省共建长期合作研究项目：“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推动结构改革政策研究”

（12118007），庞明川 

[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害评估体系研究》，主持人(41140010)，

侯瑜 

[53] 国家统计局科研计划《基于 TQM 理论的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研究》，主持

人（LX2009LZ011），侯瑜 

[54] 国家社科基金《基于循环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社会核算矩阵(MFSAM)的构建及应

用》，主持人（07CTJ005），侯瑜 

[55] 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研究》，主要参加者，侯瑜 

[5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研究》，主要参加者（09&zd040），

侯瑜 

[5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研究》，主要参加者

(11&ZD045)，侯瑜 

[5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时代免费数字品核算研究》，主要参加者

（21ATJ002），侯瑜 

[59] 国家社科基金《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电价改革影响机制分析及一般均衡政策模拟研

究》，主持人（15BTJ001)，侯瑜 

[6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全面参加国际比较项目(ICP）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主要参加者（13&ZD171），侯瑜 

[61]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及系统动力学仿

真》，主持人 (NCET-13-0706)，侯瑜 

[62]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大数据环境下改进我国官方统计的对策研究》，主持

人（2013LY099），侯瑜 

[63]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委托项目，《深化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20190417），

吕炜， 

[64]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委托项目，“更好发挥财政保基层运转的作用”

（0200267），吕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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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委托项目，《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财政关系》

（20200268），吕炜 

[66]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委托项目，《加强财政对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的支撑作

用》，（20200269），吕炜 

[67]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创造“量大

奇迹”的成功密码》，吕炜 

[68]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扭住东北全面振兴的“牛鼻子”》

（L21AWT010），吕炜 

[69]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委托项目，《创造“量大奇迹”的成功密码》

（L21AWT019），吕炜 

[70] 2021 年省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辽宁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基地，英国金

丝雀码头改造的成功经验对我省老城区改造以及太平湾港产城联动建设的启示》

（2021lslzdwtkt-04），吕炜 

[71]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乡镇政府财政状况及对策研究》

（L11CJL040），王伟同 

[72] 省财政厅科研基金项目，《我省财政“十四五”规划编制相关问题研究》（20B010），

王伟同 

[73]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研究》（LN2019Z05），王伟同 

[74] 吕炜，2021 年省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辽宁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基地，

英国金丝雀码头改造的成功经验对我省老城区改造以及太平湾港产城联动建设的

启示》（2021lslzdwtkt-04） 

[75] 省社科联项目，《打破代际流动桎梏与推动辽宁人才回流对策研究》

（2020lslktjdzd-002），王伟同 

[76] 省社科联项目，《辽宁外向型经济现状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合作的建议》

（2018lslwtkt-007），周学仁 

[77]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辽宁新一轮振兴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编

号：LN2020X10），庞明川 

[78]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经济政策研究”

（L09BJY042），刘畅， 

[79]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和谐辽宁构建中的城镇社会救助政

策研究”（2009JD26），刘畅 

[80] 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带头人支持计划《以城市经济学科为核心构建我校

区域科学发展特色》，冯云廷 

[81] 辽宁省教育厅优秀人才支持项目，“房地产调控非线性效应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

及其运行机理”，刘畅 

[82]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加快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同

步增长机制研究”，刘畅 

[83]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LN2017FW003）《辽宁省城市公

立医院经济运行绩效评价研究》，2017.11-2019.11，曹志来 

[84]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LN2020X02）《后疫情时代辽宁

省非急诊全预约医疗服务模式研究》，2020.10-2023.06 曹志来 

[85]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重大疫情冲击下辽宁省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机制

重构研究”（L20BJY020），张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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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建立健全辽宁省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与政策体系研究”（L18AJY005），张明斗 

[87]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一般项目“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适配度分析研究”

（2022lslybkt-004），张明斗 

[88]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一般项目“辽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收缩型中小城市转型发

展的研究”（2020lslktyb-029），张明斗 

[89] 辽宁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辽宁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

及协同机制研究》（LN2019QN061），张明斗 

[90]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辽宁省城市化的转型发展及路径优化研究》

（LN2016YB027），张明斗 

[91]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的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及作用机理

研究》（L16BJY017），张明斗 

[92] 辽宁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辽宁省城镇化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关系研究》

（16C019），张明斗 

[93]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以辽

宁省为例》（2017lslktyb-071），张明斗 

[94] 辽宁省省级以上科研平台支持专项《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及

影响机制研究》，主持人（PT202103），侯瑜 

[95]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辽宁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主持

人 LN2020X07，侯瑜 

[96] 辽宁省社科联项目《辽宁省金融服务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主持人

（2018lslktyb-035），侯瑜 

[97] 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及建议》，主持人(L12DTJ002)，侯

瑜 

[98] 辽宁省社科联项目《辽宁沿海经济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建议》，主持人，侯瑜 

[99]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方法

及我国的政策设计应用》（WR2013009），周波 

[100]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GPI 方法研究及辽宁省实践》，主持

人（WR2013007），侯瑜 

[101] 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协专项课题“提升甘井子区物业管理水平的对策研究”

（DG201802）项目经费 2.5 万，2018.12.30 结项，苗丽静 

[102] 大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2019 年委托项目，“2018 年度大连市公立医院

经济运营绩效评价”，已结项，2019.05-2019.10，曹志来 

[103] 大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2020 年委托项目，“2019 年度大连市公立医院

经济运营绩效评价”，已结项，2020.07-2020.12，曹志来 

[104] 大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2021 年委托项目，“2020 年度大连市公立医院

经济运营绩效评价”，已结项，2021.07-2021.12，曹志来 

[105] 东北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高等教育外部回报率、地区发展差异及国际比

较》，主持人（DUFE2015Y013），侯瑜 

[106] 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以市政收益债券及 PPP 模式防范地方政府

融资风险研究”（DUFE2015Y12），项目经费 2 万，2017.6.30 结项，苗丽静 

[107] 主持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教改课题，“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生专业设

置及动态调整机制研究”（yjzd201604），项目经费 1.5 万，2017.5.30 结项，苗丽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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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世界银行项目：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分析预测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研

究 

[109] 国家发改委项目：推进中国垄断行业下一步改革政策设计 

[110] 国家发改委项目：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东北工业振兴 

[111] 财政部项目：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112] 财政部、商务部项目：推进全球资源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 

[113] 财政部、文化部项目：国家大剧院管理体制研究 

[114] 财政部项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研究 

[115] 商务部、财政部项目：“十二五”时期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 

[116] 中宣部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117] 工信部项目：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研究 

[118] 工信部项目：促进我国信息安全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 

[119] 工信部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120] 中国民航局：民航空管系统预算定额标准研究 

[121] 中国民航局：中国民航“十二五”期间财经政策研究 

[122] 中国民航局：中国民航“十二五”期间资金筹措及使用规划 

[123] 中国民航局：民航应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 

[124] 中国民航局：民航空管运行体制研究 

[125] 中国民航局：民航空管系统深化改革对策研究 

[126] 中国民航局：建立民航综合经济指标体系 

[127] 中国民航局：民航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考评研究 

[128] 中国民航局：税收政策对航空公司竞争力的影响 

[129] 中国社科院：文化消费年度报告 

[130] 中国社科院：文化产业集聚区研究 

[131] 财政部财科所：中长期农村贷款需求与供给测算 

[132] 财政部、机械科学研究院：战略性机械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 

[133] 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项目：辽宁老工业基地第一轮振兴的客观评价 

[134] 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项目：辽宁经济所处历史方位、阶段特征与未来五年战略

目标和发展要求 

[135] 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项目：关于辽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落实五大任务的

对策建议 

[136] 辽宁省政府研究室项目：辽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专题研究 

[137] 辽宁省政府研究室项目：辽宁有特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138] 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办：培育辽宁新经济增长点研究 

[139] 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辽宁省商贸服务业“十三五”规划 

[140] 辽宁省经济合作办公室：辽宁省经济合作“十三五”规划 

[141] 辽宁省发改委：辽宁省“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路研究 

[142] 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发

展研究 

[143] 辽宁省社科联：发现培育辽宁新经济增长点研究 

[144] 辽宁省科技计划：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145] 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新农村建设中的财政政策研究 

[146] 辽宁省 GPA 工作领导小组：辽宁省加入 GPA 应对策略研究 

[147] 中共大连市委政研室：大连应对中韩自贸区落地的策略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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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大连市发改委：大连市“十三五”时期重点园区提质增效对策研究 

[149] 大连市发改委：大连市“十三五”期间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研究 

[150] 大连市政府：长兴岛石化产业项目论证及大连市与中石油合作协议谈判策略研

究 

[151]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大连金普新区政策体系研究 

[152] 大连市 GPA 工作领导小组：大连市加入 GPA 相关问题研究 

[153] 大连市发改委：政府举债的政策框架及在大连试点 

[154] 大连市政协：辽宁沿海经济带政协论坛提交全国政协建议案 

[155] 大连市政协：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调研报告 

[156] 大连市政协：辽宁沿海经济带绿色开发与利用研究 

[157] 大连市政协：辽宁沿海经济带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调研报告 

[158] 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草案 

[159] 大连市高新园区：高新园区人才发展规制 

[160] 朝阳市发改委：朝阳市“十二五”发展规划 

[161] 朝阳县政府：朝阳县“十三五”发展规划 

[162] 汕头市财政局：汕头市财政运行风险评价体系研究 

[163]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内蒙古四子王旗“十一五”发展规划 

[164] 大庆市发改委：大庆市“十二五”期间发展低碳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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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奖励 

[1]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王岩.《国际比较项目（ICP）高估发展中国家实际消费

水平了吗》，2020. 

[2]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吕炜等.《土地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来

自中国 31 个省份的经验证据》，2017. 

[3]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吕炜.《土地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来自

中国 31 个省份的经验证据》，2018. 

[4]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周学仁.《进一步加强辽宁对外合作的建议》，2020. 

[5]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陈菁泉等.《俄罗斯金融市场套利交易的形成、影响及

启示》，2016. 

[6]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王伟同.《人口向小城市集聚更节约公共成本吗》，2020. 

[7]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周彬.《经济结构、技术创新与经济危机》，2020. 

[8]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王伟同等.《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

移速度》，2017. 

[9]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王娟等.《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缘何难以实现——基于

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视角的研究》，2016. 

[10] 第三届《中国工业经济》优秀论文奖：吕炜等.《投资建设性支出还是保障性支出

——去杠杆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实施研究》，2016. 

[11]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万丛颖《控制权结构、政府层级与公司绩效

——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2015。 

[12] 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优秀成果一等奖，万丛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分析与

对策建议——以辽宁省为例》.2013 

[13] 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三等奖：周波《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研究》.2012 

[14]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张明斗《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2016 

[15] 大连市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张明斗《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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