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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远 

 

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领军人才） 

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入选复旦大学卓识人才计划 

 

基本信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世界经济文汇》责任编辑 

《国际商务研究》编委、《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编委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Associate Editor 

 

教育和访学经历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赴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担任访问学者。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赴伯明翰大学经济系担任访问学者。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0 月，获太古/国泰奖学金的资助，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担任

访问学者。 

2010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韩国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中国大学院访问

教授。 

2009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韩国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中国大学院访问

教授。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在芬兰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访学。 

2007 年 7 月至 2007 年 9 月，在巴黎第一大学（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经济

系访学。 

2005 年 3 月至 2005 年 11 月，获奥地利 “OEAD”奖学金，在维也纳经济大学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Wien）经济系学习。 

2006 年 1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24 年 12 月至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9 年 7 月至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 

2018 年 1 月至今，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2015 年 12 月至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7 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06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讲师、副教授。 

2006 年 3 月至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兼职研究员。 

2008 年 9 月至今，经济类核心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并于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5

月兼任编辑部主任一职。 

2011 年 11 月至 2018 年 7 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文献和数据中心主任。 

2011 年 11 月至今，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专业方向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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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驱动因素及其经济影响 

“一带一路”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全球化背景下的要素收入分配 

    贸易和金融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成长的世界性影响 

 

论文 

Luo, C. and Wang, N., 2025, “U.S.-China Trade Frictions and Supply Chain Re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from Indirect Li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SSCI), 151,  
103256.  

罗长远、万斯语，2024，《数字经济是否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基于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 10 期，第 3-23 页。 

罗长远、李铮，2024，《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财经研究》 

第 10 期，第 139-153 页。  

Si, C. and Luo, C., 2024, “The Productivity Spillover Effect of Foreign Di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SCI), 95, 101824.  
Luo, C. and Chen, Z., 2024, “Why has China Invested Heavily in Countries with Weak Market  

Environments? A New Explan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88, 102245.  

罗长远、吴梦如，2024，《应对贸易保护蔓延和供应链重组的中国对外开放》，《开放导报》 

第 5 期，第 67-74 页。  

罗长远、万斯语，2024，《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应对》，《开放导报》第 4 期，第 

35-42 页。被《新华文摘》2024 年第 23 期全文转载（2024 年 12 月 5 日）。 

罗长远，202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全面深化改革》，《文汇报》第 10 版（文汇理论·论

苑），9 月 8 日。 

Zhi, Y., Li, Z. and Luo, C., 2024, “Does “Going Global” Help to Restrain Enterprises’ 
Financi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4(2), pp. 69-81.  

Luo, C., Song, H. and Zhao, Y., 2024, “Chinese Aid and Country Image: Average and 
Heterogeneous Patter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85, 102157.  

罗长远、陈智韬、李铮，2024，《供应链网络、市场环境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世界经 

济》第 7 期，第 3-32 页。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24 年第 11 期全文转载（本

期头篇）。 

罗长远、王宁，2024，《供应链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200-2020 年的 

实证研究》，《学术月刊》第 4 期，第 54-66 页、87 页。 

罗长远，2024，《在量稳上下功夫，在质升上早布局》，《解放日报》第 9 版（思想周刊/观点）， 

4 月 2 日。 

罗长远，2024，《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大众日报》第 7 版（理论周刊版），3 月 

19 日。 

        刘子琦、罗长远，2024，《出口放缓与国内市场一体化：基于 1999-2019 年中国商品市场的 

研究》，《南方经济》第 4 期，第 94-107 页。 

        罗长远，2024，《着力“五个中心”供应链建设》，《文汇报》第 9 版（论苑版），1 月 19 日。 

罗长远，2023，《从全球供应链视角看“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第 4 期，第 7 

页。 

罗长远、李铮、智艳，2023，《“走出去”是否有助于抑制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基于“一 

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23 卷第 6 期。 

Zeng, S., Luo, C. and Zhao, L., 2023, “Destination Trade Credit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SSCI), 137,  

102900.  

https://kfdb.cbpt.cnki.net/WKG/WebPublication/paperDigest.aspx?paperID=c3e7cf3c-68c6-4ed3-8bb4-20d175b532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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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远，2023，《全球供应链重组与中国应对》，《复旦金融评论》第 15 期，第 51-56 页。 

李晓静、蒋灵多、罗长远，2023，《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 

证研究》，《学术研究》第 5 期，第 108-116 页。 

罗长远、刘子琦、宋弘，2023，《经济增速下滑对国民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 2010-2018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第 604-621 页。 

罗长远，吴梦如，2023，《美国出口管制、技术距离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 2010-2018 年中 

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第 1 期，第 31-43 页，全 

文转自《世界经济研究》2022 年第 10 期，第 25-39 页。 

罗长远，2023，《美国供应链“排华”：制约因素和应对策略》，《开放导报》第 2 期，第 79-85 

页。 

罗长远，2022，《从国际投资和供应链的视角看美国<芯片法>》，《国际经济评论》第 6 期， 

第 29-35 页。 

罗长远、刘子琦，2022，《经济增速放缓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吗？基于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学术月刊》第 9 期，第 46-59 页。 

罗长远，吴梦如，2022，《美国出口管制、技术距离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 2010-2018 年中 

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10 期，第 25-39 页。 

曾帅、罗长远、司春晓，2022，《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的研 

究》，《南开经济研究》第 9 期，第 82-97 页。 

罗长远、曾帅，2022，《“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 

的研究》，《金融研究》第 7 期，第 154-170 页。 

Luo, C., Luo, Q. and Zeng, S., 2022, “Bilateral Tax Agreement and FDI Inflow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73, 101788.  

Luo, C., Si, C. and Zhang, H., 2022, “Moving Out of China?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110, 105826.  

Chen, H., Luo, C., Renard, M. and Sun, S., 2022, “EU-China Trade and intra-EU Trade:  

Complementary or Substitute?”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SSCI), 36(3), pp. 558-585.   

Luo, C., Sun, S. and Wan, G., 2021,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Philippines Island Dispute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World Economy  

(SSCI), 44(11), pp. 3422-3441. 

宋弘、罗长远，2021，《高房价会扭曲公众的价值观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 

证分析》，《经济学（季刊）》第 21 卷第 5 期，第 1753-1772 页。 

智艳、陈智韬、罗长远，2021，《“走出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准 

自然实验的证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190-206 页。 

罗长远，2021，《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的供应链调整？》，《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第 

3 期，第 31-36 页。 

司春晓、孙诗怡、罗长远，2021，《自贸区的外资创造和外资转移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PSM-DID）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5 期，第 4-18 页。 

Luo, C., Si, C. and Zhang, H., 2020, “Moving Out of China?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E-077.  

罗长远、陈智韬，2021，《 “走出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 

实验的证据》，《学术月刊》第 1 期，第 63-79 页。 

宋弘、罗长远、栗雅欣，2021，《对外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来自一带一路建 

设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1 卷第 1 期，第 241-262 页。 

司春晓、罗长远，2021，《撤离中国?——基于美国对华投资的研究》，《当代美国评论》，第 5 

期，第 64-85 页。 

罗长远、曾帅，2021，《“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 

的证据》，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第 2 期，第 43-63 页，全文转自《金融研究》

2020 年第 10 期，第 92-112 页。 

罗长远、曾帅，2020，《“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 

的证据》，《金融研究》第 10 期，第 92-112 页。 

罗长远、司春晓，2020，《外商撤资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世界经 

济》第 8 期，第 2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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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远、张泽新，2020，《出口和研发的互补性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第 7 期，第 134-154 页。被人大复印资料 2020 年《国际贸易研究》第 9 期全文 

转载。 

罗长远、司春晓，2020，《在线教育会拉大不同家庭条件学生的差距吗？以新冠肺炎疫情为 

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第 11 期，第 4-18 页。 

罗长远，2020，《科学看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解放日报》第 10 版（新论），5 月 19 日。 

罗长远，2020，《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打造东亚版“空客”模式，开辟外资利用新局面》，《上 

观》，4 月 24 日。 

罗长远，2020，《营商环境视角下的新冠疫情冲击与应对》，《澎湃新闻》，2 月 28 日。 

智艳、高明慧、罗长远，2020，《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利用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的实证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第 135-147 页。 

智艳、罗长远，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思考》，《学习与探索》第 4 期， 

第 99-105 页。 

        智艳、罗长远，2020，《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东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49-59 页。 

Luo, C. and Zhi, Y., 2019,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China Trade Policy  

Review,” The World Economy (SSCI), 42(12), pp. 3464-3477.  

Zhi, Y., Bao, D. and Luo, C., 2019, “The China Effect: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 in  

Thailand,” Economic Systems (SSCI), 43(2), pp. 1-13. 

Luo, C., Chai, Q. and Chen, H.，2019, “Going Global and FDI Inflows: 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he World Economy (SSCI), 42(6), pp. 1654-1672. 

罗长远、张少川，2019，《中国贸易关键特征表现及成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2 期，第 66-85 页。 

罗长远，2019，《改革开放 40 年：从引进外资到资本“走出去”》，入选《大转型：中国经济 

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张军、王永钦主编）第 10 章，格致出版社，1 月版。 

罗长远、毛成学、柴晴圆，2018，《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目的地吗？》，《金 

融研究》第 12 期，第 72-90 页。 

智艳、罗长远，2018，《上海自贸区发展现状、目标模式与政策支撑》，《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第 2 期，第 158-167 页。 

Yan Zhi, Di Bao and Changyuan Luo, 2017, “Economic Value of Country Imag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SSCI), 25(3), pp.  

87-111. 

罗长远，2017，《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热土》，《人民日报》2 月 17 日。 

罗长远、王璐婧，2017，《从 TPP 看中国国企改革》，《新华文摘》（网络版）第 9 期，“经济” 

栏目全文摘自《东方早报》2016 年 12 月 27 日。 

罗长远、王璐婧，2017，《当下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新华文摘》第 5 期，“论点摘编”栏 

目摘自《东方早报》2016 年 12 月 27 日。 

Yan Zhi, Shuxing Li and Changyuan Luo, 2016, “Taking Advantage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to Upg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a,” in Zhigang Yuan, eds., New 

Strategic Research on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World Century, UK.  

罗长远、王璐婧，2016，《从 TPP 看中国国企改革》，《东方早报》12 月 27 日。 

罗长远、伍亭，2016，《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澎湃新闻》12 月 10 日。 

罗长远、智艳和王钊民，2016，《中国出口的成本加成率效应：来自泰国的证据》，人大复印 

资料《国际贸易研究》第 2 期，第 3-16 页，全文转自《世界经济》2015 年第 8 期，第

107-131 页。 

罗长远，2016，《外资进出中国的情况及对策》，《新华文摘》第 4 期，“新华观察”栏目摘自

《东方早报》2015 年 11 月 10 日。 

罗长远，2015，《外资进出中国的情况及对策》，《东方早报》11 月 10 日。 

    罗长远、季心宇，2015，《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出口和研发：“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金融研究》第 9 期。 

    罗长远、智艳和王钊民，2015，《中国出口的成本加成率效应：来自泰国的证据》，《世界经 

         济》第 8 期，第 107-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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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长远、魏娜，2015，《中国出口扩张的价格效应：来自机械及运输设备类出口产品的证据》， 

        《财贸经济》第 8 期，第 104-118 页。 

    罗长远、张军，2014，《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 6 期，第 4-17 

        页。 

    罗长远、李姝醒，2014，《出口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 

        查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 9 期，第 1-17 页。 

    Chen, L. and Luo, C., 2014, “FDI, Market Signal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Firm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SSCI), 23(5), pp. 579-599. 
    Yan Zhi and Changyuan Luo, 2014, “Export Competi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4), pp.621-638. 

罗长远、智艳，2014，《中国外贸转型升级与“自贸区”建设探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第 2 期观点转载（原文载于 2014 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89

页。 

罗长远、智艳，2014，《中国外贸转型升级与“自贸区”建设探析：兼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功能与角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39-146 页。 

Changyuan Luo and Lin Chen, 2013, “Redesigning China’s Trade Policy in the Post-Crisi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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