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经济学院研究生导师信息表 

姓名 李建琴 性别 女 职务 产业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职称 教授 出生年月 196812 
拟招收 
博士生数 

 1 
拟招收硕士

生数 2 

手机 13757161968 联系电话 87953272 电子邮箱 zjhzljq@126.com 

愿 带

硕 士

生 的

专 业

与 方

向  

一  
专业名称 产业经济学 

方向 产业经济、农业经济、产业规制、产业组织 

二  
专业名称 西方经济学 

方向 规制经济学、税收经济学 

对学生的要求 
 英语、数学基础好，学习主动性较强，愿意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经济学理论基础扎实和计量软件应

用熟练者优先。 

 
自述（简历、学术专长、学术兴趣等需向学生说明的任何事项）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税收经济学、农产品价格管制、公共产品供给与公用事业民营化、

民间商会、蚕桑-茧丝绸产业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主要著作、论文 
个人出版专著 1本，合著 8本；主编教材与工具书 4部，参编 3部；发表论文 70 余篇。 
个人专著： 
《中国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研究――以蚕茧价格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合著： 
《中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特种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 
《转型与发展：萧山民营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年。 
主编教材与工具书： 
《微观经济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当代中国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新中国 60 年蚕桑生产情况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 
《中国棉麻丝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 
参编教材： 
《宏观经济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现代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法经济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主要论文 
1．《税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分析》，1/1，《税务与经济》1997 年第 3期，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
务》1997 年第 8期。 
2．《我国税收对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1/1，《杭州大学学报》1997 年 10 月。  
3．《我国税收对储蓄的影响及启示》,1/1,《金融研究》1998 年第 5 期。 
4．《试论公债的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1/1,《浙江社会科学》1998 年 12 月。 
5．《税收与公债的最优组合分析》,1/1,《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4 期。 
6．《税收流失的博弈分析》,1/1,《浙江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 期。 
7．《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及其应用》,1/1,《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 年第 6期 
8．《城市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1/1,《城市问题》，2002 年第 2期。 
9．《政府俘虏理论与管制改革思路》,1/1,《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7期。 
10．《公交 IC 卡---牵出票制改革》,1/1,《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 年第 7期。 
11．《构建西部开发中的东西部经济互动区》,1/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年第 1期。 



12．《公用事业民营化与政府规制》，1/2，《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 年第 2期。 

13．《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1/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 5期；《公

共行政》(人大复印资料)，2004 年第 12 期。 

14．《“蚕茧大战”的经济学分析》，1/1，《丝绸》，2005 年第 5期。 

15．《蚕茧市场管制与蚕业区域转移》，1/2，《蚕业科学》，2005 年第 3期。 

16．《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1/2，《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5 年第 5 期第 5-12 页；《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人大复印资料），2005 年第 11 期；《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2005 年第 6期。 

17．《中国蚕茧的管制价格水平研究》，1/2，《蚕桑通报》，2005 年第 4期。 

18．《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体制创新》，1/1,《中国农村经济》,2006 年第 9期。 

19.《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及利益集团的博弈》，2/2，《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0 期。 

20.《蚕业风险及其化解对策》，1/2,《中国蚕业》，2010 年第 4期。 

21.《我国蚕种生产与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3，《蚕业科学》，2011 年第 2期。 

22．《我国蚕桑生产波动规律及对策》，1/3，《中国蚕业》，2011 年第 2期。 

23．《我国蚕桑生产区域的变化—基于 1991-2010 年的数据分析》，1/3，《中国蚕业》，2011 年第

3期。 

24．《我国蚕桑生产函数的构建与计量分析》，1/3，《蚕业科学》，2011 年第 4期。 

25．《我国蚕桑生产效率与效益的变化分析—基于 107 个蚕桑基地县的调查》，1/4,《中国蚕业》，

2012 年第 4期。 

26.《江浙蚕农所面对的蚕业风险及其防范行为分析》，《蚕桑通报》，1/2,2012 年第 4期。 

27.《能否稳定东部优质茧生产规模？》，《中国蚕业》，1/2,2013 年第 4期。 

28．《我国蚕种场的生产经营状况分析—基于全国 136 家蚕种场的问卷调查》，《蚕业科学》，1/3,2013

年第 1期。 

29.《养蚕意愿、蚕业风险与应对措施—基于 14 个省 91 个县 1782 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蚕业科

学》，1/2,2013 年第 2期。 

30.《转型时期我国蚕种质量安全问题与监管对策》，《蚕业科学》，1/1,2013 年第 4期。 

31.《茧丝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动态关系研究》，《蚕业科学》，1/3,2014 年第 1期。 

32.《我国蚕茧生产空间布局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蚕业科学》，1/3,2014 年第 5期。 

33．《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tatus of Silkworm Eggs Producing Farms 

in Chian---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136 Silkworm Eggs Producing Farms 

Nationwide》，《Animal Husbandry and Feed Science》，1/3,Vol.6 No.2 2014. 

34.《新中国 60 年蚕桑业发展历程与特点》，2/2,《中国蚕业》，2014 年第 3期。 

35.《世界蚕丝业发展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2,《中国蚕业》，2014 年第 3期。 

36.《中国茧丝绸产品垂直关联价格波动与传递关系研究》，1/3,《蚕业科学》，2015 年第 4期。 

37.《“一带一路”对中国蚕丝业发展的战略意义》，1/2，《中国蚕业》，2015 年第 4期。 

38.《我国蚕桑产业发展“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2/2,《中国蚕业》，2016 年第 1期。 

39.《加快我国饮饲料桑发展的战略意义》，2/2,《中国蚕业》，2017 年第 1期。 

40.《基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优质茧丝发展对策》，1/2，《中国蚕业》，2017 年第 2期。 

41.《“宁南模式”的成就与思考》，1/2，《中国蚕业》，2017 年第 3期。 

42.《中国茧丝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话语权：基于国际市场势力的实证分析》，2/3，《蚕业科学》，

2017 年第 2期。 

43.《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与路径》，1/1，《蚕业科学》，2017 年第 3期。 

44.《Pricing Power of China’s Cocoon and Silk Produc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Market Power》，《Animal Husbandry and Feed 

Science》，2/3,Vol.9 No.6 2017. 

45.《中国茧丝绸出口贸易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2/3,《蚕业科学》，2018 年第 5期。 

46.《中国茧丝绸产业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1/4,《蚕业科学》，2018 年第 6期。 

47.《海洋渔业资源萎缩的博弈分析》，1/2，《中国渔业经济》，2018 年第 2期。 

48.《蚕桑产业精准扶贫的机理与成效》，1/2,《中国蚕业》，2018 年第 4期。 



49.《消费者网购蜂蜜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2/3，《中国蜂业》，2018 年第 4期。 

59.《中国蚕桑产业改革与发展 40 年回顾与展望》，1/2,《中国蚕业》，2019 年第 1期。 

60.《丝绸消费主体特征及消费行为研究》，1/2，《中国蚕业》，2019 年第 3期。 

61.《基于 Logit 模型的丝绸消费意愿研究》，2/2,《丝绸》，2019 年第 5期。 

62.《蚕丝业发展与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2/2,《蚕学通讯》，2019 年第 4期。 

63.《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1/2,Vol.11 

No.3,2020：21-31. 

64.《中国蚕丝供求测算与预测研究》，2/4,《蚕业科学》，2020 年第 3期。 

65.《电子商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1/2，《产经评论》，2020 年第 4期。 

66.《福建省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结构与面源污染关系研究》，2/2,《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20

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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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2008，负责人。 

2． 中国区域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 2007.12-2010.12，负责

人。 

3． 中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研究—以茧丝价格政策为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02-
2004，排名第二。 

4．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温州为例，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2004-

2005。 

5．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学科交叉预研基金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管理创

新》的子项目，2006-2007，负责人。 

6． 基于ｅｂXML 的国际茧丝绸电子商务平台、现代物流及示范应用，浙江省科技厅重大攻关项目，

2004－2006，排名第六。 

7． 制度创新与和谐创业：杭州发展道路研究，杭州市委市政府，2005－2006，排名第六。 

8． 县级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长兴县委县政府，2005-2008，排名第三。 

9．第三部门与民营经济，《萧山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子项目，2007-2008，负责人。 

10.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蚕桑产业技术体系—蚕桑产业经济研究，农业部与财政部，2009-2020，

排名第二。 

11．特种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工程院《中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子课程，2009-2011，

排名第四。 

12．杭州市大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杭州市经委，2009，负责人。 

13．《杭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评估研究，杭州市民政局，2009，负责人。 

14．中国茧丝绸流通体制研究，中国丝绸协会，2008-2009，负责人。 

15．南宁市茧丝绸产业发展规划，南宁市发改局，2008-2009，排名第二。 

16．杭州市社区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杭州市民政局，2010，负责人。 

17．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非公经济领域行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工商联，

2010，负责人。 

18．我国蚕桑生产波动规律及对策研究，农业部年度项目，2010，执笔人。 

19．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集约化，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10zd&003）的子项目，2011-2013，负责人。 

20．我国蚕种质量与生产经营效益调查研究，农业部年度项目，2011，负责人。 

21．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浙江大学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2011，负责人。 

22．我国茧丝绸产业发展方向、战略与对策研究，商务部项目，2011，负责人。 

23. 《新中国 60 年蚕桑专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部年度项目，2012，负责人。 

24.蚕桑茧丝资源多元化利用现状、问题与对策，商务部，2013-2014，负责人。 

25.宜宾市蚕桑产业发展规划，宜宾市农业局，2013，负责人。 

26.中国纤维作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院，2013-2014，蚕丝业专题负责人。 

27.中国养殖业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中国工程院，2014-2015，特种养殖业子课题执行者。 



28.海洋渔业资源恢复工程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4-2017，排名第二。 

29.民营企业与民间商会，CRPE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项目，2014-2017，负责人。 

30.中国茧丝绸行业十三五发展纲要，商务部，2015-2016，主要执笔人。 

31.我国茧丝绸产业区域比较及发展指南，商务部，2016-2017，负责人。 

32.至 2050 年中国特种养殖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院，2018-2020，执笔人。 

33.中丝集团茧丝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2019，负责人。 

37.淳安深绿产业发展体系构建与空间布局研究，淳安县人民政府，2019，排名第三。 

38.山西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2020-2025），山西省芮城县，2018-2019，排名第三。 

39.巴彥淖尔农业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库建设，巴彥淖尔市政府，2018-2020，负责人。 

40.凯喜雅茧丝原料子战略规划，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9-2020，负责人。 

41.广西蚕桑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0-2021，负责人。 

42.云南省景东县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景东县政府，2019-2020，负责人。 

43.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智库项目，2020-2021，负责人。 

 

 
获奖情况 
科研： 

1.《我国税收对储蓄的影响及启示》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省科协、省人事厅，1999 年

12 月，独立。 

2．京杭运河（杭州段）功能及沿河地带开发基础研究，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

2001 年 12 月，排名第九。 

3．《体育产业与其相关联产业部门结构关联变动机制的研究》项目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浙江省教育厅，2002 年 9 月，排名第四。 

4．《我国东部省份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模式及策略选择研究》，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二等奖，2006 年 9 月，排名第四。 

5．《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2008 年 1 月，排名第四。 

6.《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科技进步的视角研究》，浙江省第十九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 年 10 月，排名第三。 

 

教学： 

1．浙江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浙江大学，1999 年 

2．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优秀奖，省教委，2000 年 

3．微观经济学，2008 年度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排名：2/14 

4．宏观经济学，2009 年度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之一 

5. 微观经济学，2013 年入选第 3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管

理办法》（教高司函[2013]129 号），排名：2/14 

6.微观经济学，2019 年浙江大学 MOOC 建设项目，负责人。 

7.宏观经济学，2020 年浙江大学 MOOC 建设项目，负责人。 

 

个人荣誉： 

1．2005 年度浙江大学优秀教师 

2．2005 年度浙江大学优秀本科生导师 

3．2009 年度浙江大学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 

4．2010 年、2014 年、2017 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先进工作者 

5．2011 年湖州市与浙江大学“市校妇女组织合作工作先进个人” 

6. 2013-2014 年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德育导师 

7．2014 年浙江大学教学优质奖二等奖 

8.2017 年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首届教学优质奖 

9.2017 年度浙江大学企业家同学会育人奖 

10.2020 年浙江大学卓越教学岗 



  

社会（学术）兼职 
 

杭州市社团组织信用评估专家委员会专家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蚕学会蚕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理事 

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及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 

 

（助研助学金）导师经费卡卡号：101104-T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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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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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