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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反垄断与
规制经济学研究

——于良春简介

于良春，1959年12月出生，山东省蓬莱市
人。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
学名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高等
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山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社会科
学名家；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荷
兰王国蒂尔堡大学客座教授。

于良春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反垄断与
竞争政策，政府规制理论与政策，企业制度与产
业组织理论；主持完成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性垄断
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垄
断与竞争：自然垄断性行业竞争机制与相关产
业组织政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
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性及协调机制研
究”和“转轨经济条件下网络型产业竞争政策研
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
研究课题16项；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SCI）等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转轨经济中
的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自然垄断
与政府规制》《企业行为研究》《企业·居民·市场
——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研究》等；科研成果获山

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4
项，其他各种奖励20多项。

于良春教授在反垄断理论与政府规制政
策、企业制度与企业行为等研究方面在国内做
出一些重要贡献，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一文，在国内外
第一次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对银行业
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系统的
实证分析；发现了中国银行业在竞争机制上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产业组织政策。该论
文在CSSCI来源期刊上被引用315次，在学位论
文和会议等被引用 711 次，共计被引用 1026
次。名列全国个人论文被引用次数前10名，在
国内形成重要影响。

《自然垄断与政府规制——基本理论与政
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12月出
版）一书被全国社科基金办公室作为《成果要
报》，将书中的主要政策建议报送中央政治局委
员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领导。国内同行著
名专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于立教授在
《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7期、浙江财经大学
博士生导师王俊豪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2004年第10期发表评论，认为该书对自然
垄断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推进了中国自然垄断
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企业·居民·市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研
究》一书出版后，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导师黄泰岩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
年第2期发表评论，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维达
教授在《东岳论丛》2001年第3期发表评论，均认
为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微观经
济运行理论的学术专著，开拓性地研究了我国微
观经济运行的现实，是一种超前性的理论尝试。

《企业行为研究》一书在国内引起较大反
响，著名学者国务院研究中心马建堂研究员、全
国政协常委罗元铮教授等分别在《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工
业经济》《企业管理》《博览群书》等全国性报刊
发表评论、介绍，国内同行给予很高评价。

以史学为基础
拓展学术研究领域

——孙占元简介

孙占元，1958年生，山东省委党校原副校
长、一级巡视员，教授，兼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
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
秀成果一等奖2项、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成果一
等奖1项。

1978年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先后在
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山东省
委党校从事学习和研究，从事科研业务以来的最
大收获，就是受到治学严谨的学术氛围的熏陶；
最深的体会，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传统与时
代相衔接，以史学为基础，拓展学术研究领域。

治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秉承史论结
合、论从史出的理念，注重在把握学科前沿、打好
史料基础上多用功夫。在有关深化对近现代人
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方面，从撰写论福州
船政局的硕士论文，到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招标写成《左宗棠评传》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

的肯定评价；从应《历史研究》之约撰写纪念甲午
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综述，到发表
《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
复兴的历程》等影响较大的论文；从发表《中国
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主持承担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研究》，体现了这个方面的不断创新收获。

注重通过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
和思考，深化对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认
识，在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纵论的文
章中，提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代表
和体现着中国近代史发展历史趋势和前进方
向”的观点，认为如果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谋求近代化
构成其发展的基本脉络，那么在新中国成立70
年的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推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脉
络。在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研究方面，从组织
编写《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到这两本书的前者荣获山
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优秀党建读物
奖，后者入选全国干部培训好教材，都表明从历
史发展脉络的维度来探索中国近现代史、中共
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线，是其不
断作出贯通性研究的价值体现。

在研究理论的同时，深入实际，组织山东
37个市县党校合力完成的调研报告《山东省地
方党委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获得省委主要领导
批示“此《课题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值
得认真学习研究并进一步探索提高”。

在学科建设与理论平台建设方面，作为首
席专家主持申报山东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山东省理论建设工程“党的建设
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介绍之十一

对政党政治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
——王韶兴简介

王韶兴，男，汉，山东龙口人，1956年2月出
生，中共党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政党理论研究基
地主任、首席专家，全国党建研究会特聘研究
员；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科学学部
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务院
特殊津贴享受者。山东省、教育部“十九大”宣
讲团成员。兼任教育部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
基地副主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先后荣获“全
国百名优秀社科普及专家”等称号，为山东省百
人理论人才工程、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批入
选者，2018 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荣获山东社会
科学名家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
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
主持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重点课题1项，承担中组部委托课题7项，其中
有2项获得中组部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1项成
果报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参阅。出版学术专著
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
主义研究》《文史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高端学术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2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摘》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4项研
究成果获得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项
成果获得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王韶兴教授长期从事政党政治领域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一是政党政治理论的研究。王韶兴教授在
政党政治理论的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政党政治论》，全书63万字，除导论和结语外，
共设政党由来、政党组织、政党意识、政党职能、
政党权利、政党权力、政党制度、政党建设、政党
法治、政党文化、政党政治资源、党内关系、政党
关系、党政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外交
十六章内容。北京大学金安平教授在《人民日
报》撰文评价此著作时指出，该书“构建了政党
政治的理论架构，开辟了政党政治研究的新角
度”。此书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项目，荣获2013年山东省第二十七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研究。“第一国际
的共产主义活动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逻辑”全
文2.5万字，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
11 期，并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6年第4期全文翻译
刊发，2017年荣获山东省第三十一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第7期，王韶兴教授
再次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
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并再次被《中国
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s in Chi-
na》）（2018年第8期）全文翻译刊发，对提升我
国在政党政治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做出了突
出贡献。

三是党的建设的研究。近五年来，在《人民
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提高党密切联系群众的
制度化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水平”“深
入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等文章，在
《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思想的新时代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等文章，在学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我国产权理论和

制度经济学的领军者
——黄少安简介

黄少安，男，1962年生于湖南省洞口县，经
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四个一批”人才和“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院长，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曾于1987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4年破格从讲
师晋升为教授。199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
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
年教师奖。2006年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至今为止，黄少安教授出版主要专著6部，
科学论文300多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6篇，
《经济研究》21篇，重要SSCI期刊3篇。先后获
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奖”，还10次获得全国高校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曾经三次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课题和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黄少安教授是我国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
基础理论及其比较研究的最早开拓者和持续研
究者之一，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学术界认为
他既能开疆拓土又能深耕细作；既能自己做好
研究、又能组建和领导优秀团队；既能从事基础
理论研究、又能对现实问题有敏锐洞察力并且
提出对策建议；是领军型、战略型科学家，因为
其在山东的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成就而改变
了中国经济学的版图。

黄少安教授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

其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

的制度分析、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
写成专著《产权经济学导论》（1995年山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200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再版），是
我国该领域开创性的专著之一。

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研
究。例如，立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事实
提出并论证了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孙冶方
经济学奖）、提出并论证福利刚性原理及其如何
避免福利陷阱、体制转轨不同步与经济增长契
合理论、“租税替代原理”与房地产发展等。如
何评估和应对填海造地、济南市向南发展等对
策性成果，受到国家和省主要领导的重视，起到
了改变现实的作用。

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对中
国不同时期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增长、中国农
村发展战略的理论总结等，特别是20世纪80年
代开始对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现象研究、90年代
初提出并且论证的土地“准股权”，实际上是承
包地“三权分置”中的“承包权”，该成果也获得
了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四、关于人类合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经济学应该从以研究
竞争为主转向以研究合作为主，结合中国传统
文化和脑神经科学的新成果，初步构建了研究
人类合作行为的理论框架，具体探索了合作剩
余及其分配、合作与经济增长等。

五、对两个经济学交叉学科的贡献。是法
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
要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分别于2003年和
2009年发起组织“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和“中国
语言经济学论坛”，在全国率先培养“法经济学”
和“语言经济学”的博士生，且出版《语言经济学
导论》和发表一系列论文。

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山东大学领
导组建了一个包括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国
家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泰山学者、中组部青年拔
尖人才在内的优秀团队，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
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他领域也迅速发
展。而且还帮助中央财经大学组建了一个优秀
的理论经济学团队。至今为止，已经培养博士
70多位，硕士研究生100多位，分布在各个行
业。其中已有8位在国内大学破格晋升教授
（其中4位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教授），1位在国
际顶尖大学破格晋升教授，多位在国际一流大
学任教。 （本版稿件均由山东省社科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