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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高举 性别 男 职务  

职称 副教授 
出生年

月 
1982.3 

拟招收 
博士生数 

 2 
拟招收硕

士生数 
2 

手机 13136176299 联系电话 13136176299 电子邮箱 ygaoju@aliyun.com 

愿 带

硕 士

生 的

专 业

与 方

向  

一  
专业名称 世界经济 

方向 国际分工、贸易与创新 

二  
专业名称 国际贸易 

方向 国际贸易与资源环境及技术溢出 

对学生的要求 
   

自述（简历、学术专长、学术兴趣等需向学生说明的任何事项） 

2013 年起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任教。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领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世界经济》、 China Economic 
Review、Pacific Economic Review 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浙江省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并获得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2015
年度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主要著作、论文 

1、 Xianhai Huang, Hangyu Chen and Gaoju Yang*.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4. 

2、 Gaoju Yang, Yilu Zhang and Xiao Yu.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20.5. 

3、 Xianhai Huang, Hangyu Chen and Gaoju Yang*. “Do Rising Labour Costs Drive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7, 22 (1): 23-42, DOI:10.1111/1468-0106.12203. 

4、 杨高举 、黄先海.《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浙江学刊》2018
年第 2 期，第 162-168 页。 

5、 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中国社

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25-45 页（被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4, Vol. 35, No. 2，pp. 
106-121,）全文翻译转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F3《产业经济》2013 年 04
期全文转载）。 

6、 杨高举、黄先海.《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管理世界》2014 年第 5 期，第 5-22 页（中

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F52《国际贸易研究》2014 年第 08 期全文转载）。 
7、 陆菁、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市场势力估计中的“统计假象”》，《管理世界》2010 年第 12

期，第 172-173 页。 
8、 黄先海、杨高举.《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统计假象”新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 年第 3 期，

第 17-19 页。 
9、 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

跨国分析》，《世界经济》2010 年第 5 期，第 82-100 页。 
10、 Junzi Zhou、Gaoju Yang* “Changeable trading costs and the adjustment to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xport structure: enhance or offset”, WIT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I）, 2013, Vol. 52, pp. 569-575. 

11、 HUANG Xianhai, YANG Gaoju* and Lu Jing. “Study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tatu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inghu Opto-mechatronics Industry 
Clu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 2011, Vol.3, No.1, pp.56-80. 

  
主要课题、项目（须写明立项单位、课题名称、本人角色、起止日期、经费数量等信息）  

获奖情况 

1、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

据》论文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11)、浙江省社科联第八届青年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9）。 
2、 发表于《管理世界》的《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论文获 2014/2015 年度全国商务发展研

究成果奖优秀论文二等奖（2015.12）、2014 年度浙江省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4.11）。 
社会（学术）兼职  

若在研究生复试、选导期间（3 月份硕士复试选导、5 月份博士复试选导、提前攻博、9 月份免试生

复试选导、12 月份提前攻博）本人不在杭州，委托            全权处理，其联系信息如下： 

受托人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余林徽   13456890162  13456890162   yulh@z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