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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 
出生年月日：1975-1-3 
性别：男 
职称：教授（博导） 
学历：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办公室电话：021-55665319 
E-mail: zhangyuanfd@fudan.edu.cn 
 
工作经历： 
2015/9-2016/9 University of Oxford, St Antony’s College访问学者 
2013/12-至今 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8/9-2009/9 Paris University of Dauphine, School of Economics博士后 
2007/7- 2013/10 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2005/9- 2005/12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IDER访问 
2004/6- 2007/6 助理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学术兼职： 
2022-至今：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 
2022-至今：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5-至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 
2014-2017：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08-2017：Asian Development Bank 兼职研究员 
 
荣誉称号： 
2024，荣获上海市东方英才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2014，荣获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荣誉称号； 
2014，荣获上海市“社科新人”荣誉称号； 
2009，荣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荣誉称号； 
 
科研教学奖励： 
2022，《关于总结建党百年奋斗新业绩的政策建议》，被评为中宣部 2022 年度
优秀稿件。 
2022，《关于促进服务业发展改善中国收入差距的建议》，荣获 2022 年度民进
中央参政议政论文成果一等奖。 
2018，《收入分配经济学》（权衡、罗长远、章元等）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2018，《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理论与实践》（与潘慧合著），荣获 2018 年广西
哲学社会科学专著一等奖。 
2017，章元、潘慧、王洪涛，《实践出真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的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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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经验》，荣获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 2017 年度《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
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学习成果征文》优秀论文奖。 
2014，章元，《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荣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2014，尹翔硕、尹晨、吴力波、章元、袁堂军负责的《发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
学”项目》荣获 2013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4，沈可、章元，《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资本密集型投资
倾向视角的解释》，被评为《金融研究》2013 年度优秀论文。 
2014，刘守英、章元，《“刘易斯转折点”的区域测度与战略选择：国家统计局
7 万抽样农户证据》，《改革》2014 年第 5 期 75-81 页。该文被《改革》杂志社
评选为“《改革》服务中央决策优秀论文”。 
2014，荣获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荣誉称号； 
2014，荣获上海市“社科新人”荣誉称号； 
2012，章元、刘亮、刘时菁，《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荣获 2010-2011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论文三等奖。 
2011，2011 年度“复旦大学复华奖教金文科科研成果个人奖”。 
2010，章元，《失业民工的脆弱性与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荣获 2010 年
度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咨询报告奖。 
2009，章元、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荣获“上海
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2009，荣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荣誉称号； 
2006，章元，《论团体贷款对信贷市场低效率的可能改进》荣获 2006 年“上海
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 
2004，章元，《非对称信息下的团体贷款研究》，荣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奖。 
 
学术著作： 
2017，《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理论与实践》（与潘慧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出版。 
2013，Lu Ming, Chen Zhao, Wang Yongqin, Zhang Yan, Zhang Yuan, Luo 
Changyua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Growth and Imbalanc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 UK. 
2012，《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独著），2012 年 3 月由世纪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格致出版社出版。 
2008，张晏、章元、陈钊，《走向平衡的增长：30 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版。 
2008，陆铭、陈钊、王永钦、张晏、章元，《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 
2005，《非对称信息下的团体贷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发表论文： 
2022，章元、黄露露，《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城镇居民
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87-108 页。 
2022，章元、刘茜楠、段白鸽，《地震冲击是否影响风险偏好？——来自国家统



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 2 期 213-236 页。 
2022，李志远、汤倩倩、章元(通讯作者)，《出口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
及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22 卷
第 4 期 93-112 页。 
2020，Zhang Yuan and Jufei Wang, 2020, “City Size, Commuting Cost and 
Household Savings Rate: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st, Vol. 15, No. 5, pp. 
90-107. 
2020，Tongjin Zhang, Yuan Zhang, Guanghua Wan, and Haitao Wu, 2020,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nd India: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65, Suppl. 1, pp. 95-116. 
2018 ， Chen Yiupor Vincent and Zhang Y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A 
Decomposition Method on Employment and Wage Discrimi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China (2002-2013),”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0, pp. 1-12. 
2018，Ke Shen & Yuan Zhang, 2018, The Impa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A Double-edged Sword,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9(2): 267-289., DOI: 10.1080/15387216.2018.1482223 
2018，Yuan Zhang, Ting Shao, Qi Dong, 2018, “Reassess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70,000 Rural Households,” China & World Economy, 
26(1):1-14. 
2017，Wan Guanghua, Dan Yang and Yuan Zhang, “Why Asia and China Have 
Lower Urban Concentration and Urban Primacy?”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22, Issue 1, pp.90-105. 
2014，Ding Weili and Yuan Zhang, “When A Son Is Born: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Patterns on Family Fin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30, 
Pages 192–208. 
2013，Wan Guanghua, Yuan Z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Chronic and Transien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Vol. 119, pp. 284-286. 
2012，Zhang Yuan, Guanghua Wan, Niny Khor, “The Rise of Middle Class in Rural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 4, No. 1, pp. 36-51. 
2006，Zhang Yuan and Guanghua W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1, No. 2, 
pp. 196-212. 
 
2022，许庆、陆钰凤、章元（通讯作者），《规模经营补贴与粮食质量安全：来
自规模经营农户的证据》，《经济研究》第 11 期 135-150 页。 
2022，章元、黄露露，《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城镇居民
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87-108页。 
2022，章元、刘茜楠、段白鸽，《地震冲击是否影响风险偏好？——来自国家统
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213-236页。 
2022，李志远、汤倩倩、章元(通讯作者)，《出口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
及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22卷第
4期93-112页。 
2022，章元，左丛民，张冰瑶，《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来自中国农村税费改
革的证据》，《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4-15页。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43951X/30/supp/C


2021，许庆、杨青、章元，《农业补贴改革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经济研究》
第8期192-208页。 
2021，黄露露、章元、姚麦蒂，《社会网络与城镇居民的正规和非正规借贷：来
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样本的证据》，《上海经济》第 1 期 88-104 页。 
2021，章元、刘茜楠，《中国反贫困的成就与经验：扶贫政策效果再检验》，《复
旦学报》第5期15-26页。 
2021，章元，《精准扶贫科学有效消除绝对贫困》，《社会科学报》3-25日第3
版《理论观察》刊登。 
2021，章元、黄露露，《局部层面的收入差距与社会互动：来自农村税费改革的
证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143-152页。 
2020，章元、段文，《相对贫困研究与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
外社会科学》第 6 期 57-65 页。 
2019，章元、李全、沈可，《论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证基础》，《农业经济问题》第
4 期 60-70 页。 
2019，章元、李全、黄露露，《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邓
小平理论研究》第 2 期 20-27 页； 
2019，章元、王驹飞、沈可，《预期寿命延长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基于 CHIP2013
农户样本的研究》，《学术研究》第 7 期 64-70 页。 
2019，章元、程郁、沈可，《新劳动合同法与简单劳动力成本——来自城市劳动
力市场和中关村企业的双重证据》，《江苏社会科学》第 3 期 46-57 页。 
2019，章元、王驹飞，《预期寿命延长与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来自地级
市以及城镇家庭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 2 期 17-26 页。 
2019，章元、王驹飞，《城市规模、通勤成本与居民储蓄率——来自中国的证据》，
《世界经济》第 8 期 1-25 页。 
2018，刘亮、高汉、章元（通讯作者），《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基
于社区融合视角》，《复旦学报（社科版）》第 4 期 158-166 页。 
2018，章元、程郁、佘国满，《政府补贴能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来
自中关村的证据》，《金融研究》第 10 期 123-140 页。 
2017，章元，吴伟平，潘慧，《劳动力转移、信贷约束与规模经营：粮食主产区
与非主产区的差异》，《农业技术经济》第 10 期 4-13 页。 
2016，杨丹、章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城市集中和区域不平等——来自
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动态》第 1 期 63-75 页。 
2016，吴伟平、章元，《房价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来自 CHNS 数据的证据》，
《经济学动态》第 11 期 57-67 页。 
2015，刘亮、章元、张伊娜，《论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歧视消除——基于 2005-2010
年人口普查上海市样本的对比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139-145
页。 
2014，万广华、刘飞、章元，《资产视角下的贫困脆弱性分解：基于中国农户面
板数据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 4 期 4-19 页。 
2014，刘亮、章元、高汉，《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对比
研究》，《统计研究》第 9 期 58-64 页。 
2014，陈硕、章元，《治乱无需重典：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效果分析》，《经济学
（季刊）》第 13 卷第 4 期 1461-1484 页。 
2013，章元、万广华，《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来自亚洲的证据》，《中



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68-87 页。 
2013，沈可、章元，《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资本密集型投资
倾向视角的解释》，《金融研究》第 1 期 53-64 页。 
2013，章元、万广华、史清华，《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度量、分解和决定因
素分析》，《经济研究》第 4 期 119-129 页。 
2013，许庆、章元、邬璟璟，《中国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边界》，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139-148 页； 
2012，章元、许庆、邬璟璟，《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
贫困的经验》，《经济研究》第 11 期 76-87 页。 
2012，沈可、章元、鄢萍，《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家庭结构的变迁》，《人
口研究》第 10 期。 
2012，刘亮、李韵、章元，《农民工地域歧视与就业机会：来自 2010 年人口普
查昆山市经济开发区样本的证据》，《统计研究》第 7 期。 
2012，章元、万广华、史清华，《中国农村的慢性贫困真的更严重吗？一个修正
的度量和分解方法》，《世界经济》第 1 期 144-160 页。 
2012，章元、E. M. Mouhoud、范英，《异质的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
的证据》，《南方经济》第 2 期 3-14 页。 
2011，高汉、章元，《公共品需求对农户参加村长选举行为的影响》，《东岳论
丛》第 5 期 133-137 页。 
2011，万广华、章元、史清华，《如何更准确地预测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农户
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 9 期 13-23 页。 
2011，章元、王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
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第 7 期。 
2011，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经济研究》第 2 期 59-72 页； 
2011，章元、许庆，《农业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真的更重要吗？反思世界银行
的观点》，《金融研究》第 6 期 109-122 页。 
2011，章元、高汉，《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民工的户籍与地域歧视》，《中国
人口科学》第 5 期 67-74 页。 
2010，高蓓、章元，《产权结构、存款保险与银行竞争——基于 Bertrand 模型的
研究》，《经济评论》第 1 期 5-13 页。 
2010，章元、万广华，《农村贫困、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来自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的微观证据》，《农业技术经济》第 1 期 18-26 页。 
2009，章元和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管理世
界》第 3 期 45-54 页； 
2009，章元、李锐和赵娜，《生育间隔与农村子女义务教育的实证分析》，《中
国人口科学》第 3 期 48-57 页； 
2009，章元、万广华、刘修岩和许庆：《市场化、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来自中
国农村的微观证据》，《世界经济》第 9 期 3-14 页； 
2009，丁维莉和章元，《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经济
研究》第 6 期 28-39 页； 
2009，万广华和章元：《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的脆弱性？》，《数
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第 6 期 138-148 页； 
2009，杨丹、章元：《选民需求的异质性与公共品供给：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第 5 期 64-70 页。 
2008，章元、刘修岩，《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世界经
济》第 3 期 60-70 页。 
2008，章元，丁绎镤，《一个“农业大国”的反贫困之战——中国农村扶贫政策
分析》，《南方经济》第 3 期 3-17 页。 
2008，章元、李锐、王后、陈亮，《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
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 6 期 73-84 页； 
2006，章元，《贫困脆弱性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第 1 期 100-104 页。 
2005，章元，《团体贷款下可能被扭转的“信贷配给”机制》，《世界经济》第
8 期； 
2005，章元、李全，《论团体贷款对信贷市场低效率的可能改进》，《经济研究》
第 1 期； 
2003，章元，《论产出分布对团体贷款还款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2 期； 
 
近年来被采纳和批示的部分咨政报告： 
2020，章元、沈可、詹宇波，《******中央经济******和建议》，经《上海思想界》
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并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2020，章元，《******扶贫模式的意义、面临的短板与政策建议》被中共中央办
公厅采纳后，获 1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 
2020，章元、史清华，《******相对贫困******治理路线图》被中共中央办公厅
采纳后，获 1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 
2020，章元、孙煜华，《疫情对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影响及建议》，经《上海
思想界》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 
2020，章元、刘守英，《警惕厄尔尼诺、沙漠蝗虫、新冠肺炎“三灾叠加”对中
国粮食安全的挑战》，经《上海思想界》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单篇采纳。 
2020，章元，《经济领域专家对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和政策建议》，
经《上海思想界》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 
2020，章元，《关于加强洪灾卫生防疫和灾后救助的建议》，经《上海思想界》专
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 
2020，章元，《部分专家学者对编制十四五规划的八条建议》，经《上海思想界》
上报后，被中宣部单篇采纳。 
2020，章元，《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值得注意》，经《上
海思想界》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 
2020，詹宇波、章元，《关于在线经济和垄断平台的分析报告》，经《上海思想界》
专报上报后，被中宣部综合采纳。 
2019，章元、沈可，《农村******和政策建议》，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上报国
家领导人参阅,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批示。 
2019，章元、刘守英，《******粮食种植******的影响》，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
上报国家领导人参阅。被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总理和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
示。《改革内参》2019年第 19期 15-17页全文转载。 
2019，章元、吴海涛，《当前脱贫攻坚******和对策建议》，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
纳，上报国家领导人参阅，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批示。 
2019，刘亮、章元，《当前注册制改革中的认识误区及对策研究》，被上海市委办
公厅采纳后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然后被中办单篇采纳并上报国家领导人参阅。 



2018，章元、高汉、贾婷月，《需高度关注农村空心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被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采纳并呈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7，刘亮、章元，《需高度重视国内对特朗普税改的认识误区》，被中共中央办
公厅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7，《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要继续坚持“消费驱动型经济”》，被中共中央办公
厅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7，《拆除旧宅降低了西部山区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基于西南西北 18个贫困县
市的调研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7，《建议将战胜更高标准的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写入十九大报告》，被中共中
央办公厅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7，《关于打造广西成为中医药种植、临床和出口基地的建议》，被广西壮族自
治区副主席黄日波批示。 
2017，《建立提升精准扶贫效果的长效机制》，被教育部办办公厅采纳并呈报国家
领导人参阅。 
2017，《“一带一路”开放优势难以转化为广西经济优势的困境及政策建议》，被
上海市委办公厅采纳。 
2016，《对 2016 年 1 季度经济指标的评论以及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的问题》，被
上海市委宣传部采纳。 
2016，《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舆情与民意：警惕“隧道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采纳。 
2015，《“一带一路”战略对印度的细化实施方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并呈
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4，《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来自国家统计局 7万抽
样农户的数据分析》，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被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批示。 
2014，刘守英、章元、邵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度与政策选择——基于国
家统计局农户数据的分析》荣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调研报告。 
2014，《理顺农民工市民化和去农化的若干法律法规问题，进一步推进新星城镇
化建设》，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2014，《修改土地管理法，缓解农村地区性别失衡问题》，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
纳并呈报给国家领导人。 
 
主持科研项目： 
2022，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与相对贫困治理：
服务业驱动模式的视角》（批准号：72173026）。 
2022，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乡融合、农业布局与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
现形式研究》的子课题《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乡村治理机制联动研究》。 
2018，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促进农民增收的保障机制与政策支持研
究》（批准号：71841008）。 
2018，承担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
研究》（批准号：71833003）的子课题三。 
2017，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结构变迁、城市发展与中国经



济增长》。 
2017，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重大项目《广西推进精准扶贫与区域扶贫协同发展
对策研究》。 
2014，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课题《劳动力转移、农户非农化、土地流转与粮食安
全：基于农户数据的研究》，项目编号：14JJD790017。 
2014，上海市教委 “曙光计划”人才项目《预期寿命与中国的高储蓄率： 一个
新的理论解释》。 
2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城乡融合中的农民工歧视：度量和分解方法及干
预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71273057）面上项目。 
20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筹城乡基础研究领域项目子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
理论与国际经验》。 
2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市化视角下的经济发展的转变研究》
子课题《新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2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
问题研究》子课题《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征用与相关财政、行政管理体制研究》； 
2012，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重点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与区域
经济发展：基于县（市）和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2，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第二期）青年项目
《计划生育、联产承包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和谐发展目标下的改革时机与改革
次序研究》。 
2010，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持续：理
论、实证与对策研究》。 
2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贫
困脆弱性的视角》，项目编号 08JJD790152。 
2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户籍制度、工资差距与城乡融合：基于
上海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项目号：2008BJL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