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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update, 18/08/2014 

Curriculum Vitae 

李楠 
中国. 上海 国定路777号, 200433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楼517室 

+86-21-6590-3485 

Email: li.nan@mail.shufe.edu.cn 

个人信息 
出生日期、出生地: 1980年8月8日，黑龙江. 密山 
籍贯：中国. 河北. 辛集 (束鹿) 

教育程度 
2011 社会科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 

博士论文：Essays in Genetic Dist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8 社会科学（经济学）硕士，香港科技大学 

硕士论文：“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soybean cultivation 

in Manchurian China, 1859-1934.” 

2004 经济学学士，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学及工作经验 
2014-现在 讲习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2012-2014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2012/11-2012/12 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 
2011-2012 博士后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 
2006-2011 助教、研究助理，香港科技大学 
2004-2012 助理研究员，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领域及兴趣 
经济增长与发展；历史计量方法及应用；历史经济分析；政治经济 

主要荣誉及奖励 
2012 上海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0 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9 第五届中国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9  Thesis Research Travel Gran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 第四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6-2011 Postgraduate Studentship,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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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主要论文发表 
【英文论文】： 
2011：“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soybean cultivation in 

Manchurian China, 1859-1934.”[with James Kai-sing Ku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8 

(4): 568-590. 

2010: “Did the restructuring program sav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Zhen Qiao], China 

Economist, No. 27, July-August: 91-101. 

2010: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of 

China: a frontier production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etric Study of Northeast Asia, vol. 7, 

No. 2: 39-55. (ERINA, Japan) 

【中文论文】： 
2014: “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损失的再估计: 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与林矗]《经

济学（季刊）》，待刊。 
2013:“近代中国农民离村决定因素的再讨论：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第2期。 
2012：“血亲网络对近代东北移民经济差异的影响，1845-1934”《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78-87。 
2010: “铁路发展与移民研究：来自东北地区历史的自然实验证据（1894-1935）”《中国人

口科学》，第4 期: 54-66。（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010:“所有制结构分化与就业：一个动态面板数据的考察”《中国人口科学》, Z1: 1-11。 
2010:“国有企业改制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考察” [与乔榛] 《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第2 期: 3-22。（该文已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与实践，2010 第5 期）全文转载） 
2010:“‘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 [与曹树基、龚启圣] 《历史

研究》，第3 期: 118-131。（上海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0: “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 [与曹树基] 《学术界》， 第1 期: 180-194。

（该文已被《中共党史研究》（2010 第4期）转载） 
2006: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 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与

乔榛、焦方义] 《经济研究》，第7 期: 73-82。（该文已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农
业经济导刊）全文转载）（第五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6: “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计量研究”，《兰州学刊》，第5 期： 31-34。 
2005: “小农经济结构变迁与资本主义萌芽：一个关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尝

试性解释”《南大商学评论》，vol.09, 第3 期：127-140。 
2004: “宋代义利思想片论”《美中经济评论》，Vol.4, 第6 期：12-25。（第四届中国制度

经济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工作论文 
【英文论文】 

2013: "The Welfare of Dying: The Long-term Effect of Manchurian Epidemic of Pneumounic Plague 

on the Welfare of Migrants." [with Dan Li] 

2012:“Does Ethnic Diversity Hamper Democracy? An Instrument Variables Approach.” 

2012:“The Diffusion of Cultural Traits: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Late Imp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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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960-1643.” [with James Kai-Sing Kung] 

2011:“The Long-term Effect of Cultural Diffusion on Migration: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960-1982.” [with James Kai-Sing Kung] 

2007:“Structure Transiti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中文论文】 
2014: “中国如何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 [与林友宏] 
2014:“战争的遗产: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中国人力资本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 [与林矗] 
2014:“历史冲击与发展：近代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与林矗] 
2014:  “送瘟神：新中国血吸虫防治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53-1990）”[与卫辛] 
2013: “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基于清代至明国初期浙南乡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与

甄茂生](《经济研究》匿审) 
2012:“文化差异与移民：文化因素对中国历史移民作用的考察，960-1982”(《中国人口科学》

匿审) 
2011:“‘恩赐’还是‘诅咒’：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发展与地权集中” 
2010:“产权结构分化与工业行业绩效: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部门数据的实证研究” 

待完成论文 
“Weather or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ino-Nomadic Conflict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with James Kai-sing Kung] 

“Partible inheritance and landed wealth: the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hock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ith James Kai-sing Kung] 

“文化整合、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分析” 

“基础设施与赈济：以光绪华北大旱灾为例” 

“产权分化、产权离散与企业绩效：对中国改制以来微观企业数据的考察” 

“靖康”移民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自然实验方法的考察” 

“乱世出英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社会流动” 

“基础设施与赈济：以”丁戊奇荒“为例” 

“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租佃市场的影响” 

“文化整合、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 

"近代东北地区真的存在低农业生产力吗？” 

“分封有助于大一统吗？来自明代藩王与社会冲突的考察” 

主持项目及课题 
2014-20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童工问题的

理论及实证研究（1840-1936）”（项目经费：8万） 

2014-2016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文化差异、文化扩散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理
论及实证研究”（项目经费：10万） 

2014-2015 上海财经大学高年级研讨课“发展的秘密：繁荣与贫困的根源”（项目经费：4

万） 

2013-2015 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项目“史料学：历史文献整理与数据库构建”(项目
经费：3万) 

参加主要国内外学术会议 
2014: The 4th Asian Historical Economic Conference (Bogazici University, Istanbul, 19th -20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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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The 10th BETA-Workshop in Historical Economics (Pairs, France, 8th-9th May). 
2013: The 71st MPSA 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11-14 April). 
2011: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Robins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3 April). 
2010: The 11th Doctoral Student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Bali, Indonesia) 
2010: Annual Clinometric Conferenc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 Crosse) 
2010: Asian Historical Economic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014：中国经济史年会（河南大学. 开封） 
2014：上海大学第3届应用社会学科学研究方法暑期工作坊论文研讨会（上海大学.上海） 
2014：第二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清华大学，北京） 
2013：中国经济学年会（西南财经大学，成都） 
2013：第一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清华大学，北京） 
2012：中国经济学年会（山东大学，济南） 
2012：留美经济学会年会（河南大学，开封） 
2012:  账册史料与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12：近世中国的市场契机：从唐宋变革到明清变革（河南大学，开封） 
2010: 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论坛 (台湾人口学会，台湾大学，台北) 
2010: 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中国 郑州) 
2010: “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人口与劳动力市场”学术研讨会 （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 杭州） 
2010: 中国社会学年会 (中国 哈尔滨) 
2009: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论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 北京) 
2005: 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上海) 
2004-2005: 第四、五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中国 北京) 
2003: 第三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中国 丽江) 

主要学术讲座 
2014: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0: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10: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学术活动及社会服务 
美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会员 

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会员 

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员 

世界计量经济史学会（The Cliometric Society）会员 

中国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 

并担任《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评论》等杂志的匿名
审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