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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分论坛 

经济篇 

一、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介绍 

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为响应教育部“研究

生教育创新工程“的实施、迎接百年校庆的到来而发起的，旨在校园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

氛围，激发广大研究生的创新热情，加深对学科的探究，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营造思想

碰撞、学术争鸣的良好风气。 

“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自举办以来，一直以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努力为广

大博士生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以及开放、多元的学术对话空间。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23 个院系成功举办了 80 多期论坛。它们以特色鲜明的学术活动在校园内营造了浓

厚的学术氛围，激发了广大研究生的创新热情，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已承办九届博士生论坛，树立起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复旦大学博士生

论坛经济分论坛旨在推动青年博士、硕士学术研究，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思想交锋的舞台，

在思想的碰撞中，使之拓展思路，共同进步，并以此激励埋首书墨的学子们。 

 

二、主题：转型、合作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与世界经济繁荣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新常态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方式、

调结构提供根本动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我国的 GDP 增速为 7%。面

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转型前景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如何把握转型升级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采取务实的改革举措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尽管美国经济逐渐回暖，但欧洲复苏仍然阴影

重重。构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经贸体系是重塑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各国应该携起

手来，发挥比较优势，共同描绘经济增长新蓝图。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更

加深入地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沿线各国发展，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 

因此，经济转型和区域合作具有深入探索的必要，而聚焦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与世界各

国的共同繁荣更是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分论题：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机遇、挑战与选择 

 全球经济重构与亚洲繁荣：寻找新动力 

 创新合作模式：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建设 

 上海自贸区 2.0：经验与探索 

 

征稿对象：全国各高校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 

 

主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复旦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承办：复旦大学研究生团工委、研究生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 

 

研究者可根据不同专题提交论文，也可以围绕主题自拟论文方向。欢迎但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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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上主题的未公开发表论文进行投稿。鼓励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作者跨学科投稿。 

 

三、截止时间与录用 

1. 正式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6 日零点，文本寄送投稿以邮戳为凭。 

2. 以“作者姓名-学校-专业-年级-论文名称”为标题+联系方式直接注明在邮件正文， 

将电子版文档以 PDF 和 Word 格式发送至: fudaneconomics2015@163.com 。  

3. 电子邮件传递之后，如 5 天内未收到邮件回复，请进一步联系确认。 

4. 若无法发送电子邮件，请将打印稿邮寄至：上海市国权路 600 号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 310 研工组办公室 收（200433），信封上注明“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

经济分论坛”字样。 

5. 论文必须尚未发表（包括已经被杂志社收录）。 

6. 经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将于 2015 年 11 月中下旬公布结果并以电话、电子

邮件方式向入选者发出正式会议通知。 

7. 论坛举办时间定于 2015 年 12 月，具体的时间将会通过手机和邮件及时通知

相关的投稿者。 

 

四、 论坛其他说明 

1. 最终入围本次论坛的论文将分为获奖论文（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论文。

各个入围者将在本次论坛中报告自己的论文，其论文将会入选本次博士生论

坛的论文集，并且获得相应的证书。同时《世界经济文汇》杂志将在荣获一

二三等奖的论文中择优选择 2-4 篇论文进入《世界经济文汇》杂志的匿名审

稿阶段，有望在该期刊上发表。 

2. 对于外校前来参加本次论坛的参赛者，将会提供食宿等，热忱欢迎全国各兄

弟院校相关专业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投稿参加。 

3. 若有进一步的问题，请联系： 

刘同学  18801735033   14210680098@fudan.edu.cn 

曹同学  18817363301   15210680010@fudan.edu.cn 

 

五、论文格式 

1. 论文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包括 300 字以内的摘要，3-5 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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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页面设置：保留 Word 默认设置（A4，页边距左 2.54，右 2.54，上 3.17，下

3.17，装订线 0，页眉 1.5，页脚 1.75） 

3. 段落：在格式选项下的段落设置选项中，“缩进”选 2 字符，“间距”选 0 行，

“行距”固定值 20 磅，“特殊格式”选（无）。 

4. 字体和字号：中文字体一般用宋体（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论文题目字号为小二号，加粗，居中；若有副标题，则用小三号，加粗，居

中。 

作者院系、姓名为小四号，加粗，居中。 

指导教师姓名为小四号，加粗，居中。 

摘要、关键词字号为五号，“摘要”和“关键词”加粗（中文首行缩进两个

中文字符；英文则顶格）。 

引言（前言）标题字号为四号，加粗，居中；其他文字字号为小四号。 

正文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加粗；一级标题用四号字体；二级

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正文其他为小四号。 

参考文献为小四号；标题加粗，字号为小四号。 

5. 附图和附表：图表名为小四号，加粗；附表的表头应写在表的上面，居中；

附图的标题应写在图的下面，加粗，居中。按表、图、公式在论文中出现的

先后顺序分别编号。每个图表尽量放于一页内。 

6. 引文：较长的引文可以不加引号，单独成段，用楷体，字号为小四号。 

7. 注释：论文一律用脚注（在 word 中“插入”—“引用”—“脚注和尾注”

设置）。脚注（如引用文献），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用纯阿拉伯数字）、

作者姓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或发表时间。 

8. 参考文献按照正文格式，标题用小四号，居中（标题加粗）。 

内容及次序如下：著作为[序号]作者或编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份、起止页码；论文为[序号]作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出版时间、

卷号或期号、起止页码；参考文献根据作者或编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按字母排

序；若超过十篇，按著作和论文分类。 

9. 其他注意事项。 

a) 全文尽量不分栏（即只有一栏）。 

b) 不设置页眉页脚，全文尽量不插入各种分隔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