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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研究基地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成立于 2015 年 4 月,是

经财政部批准设立的、纳入部省共建框架的首家智库建设试点基地。 基地依托于东北财经

大学国家重点学科财政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雄厚研究力量,致力于

解决宏观经济运行、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不断提升为国家决策提供

服务的能力。 同时,基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探索推进部省共建研究工

作长期化、制度化的新模式。
一、基地优势

基地依托东北财经大学国家重点学科财政学,该学科在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经决策领域

具有较强的学术理论底蕴,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重大问题和热点难题,为财政部相关司局

提供了大量的高水平咨政成果,已形成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基地以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为平台开展各项工作。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下设的跨学科、综合性专职科研机构,拥有一支高水平专职科研团队,
具备广泛调动、组织、整合多方科研力量的能力。 近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中标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及 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获得国家和省领导批示、国家级和省级内参发表的决策咨询成果 20 余项,在高

端学术与政策研究上已形成雄厚的科研实力。
基地现有专职科研人员 20 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人员学科领域包括财政学、产业

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和统计学等多个学科。 基地还积极整合、吸纳了一批校内外高

水平学者参与研究团队建设,通过特聘与合作的方式,与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建立了合

作联系。
二、建设目标

基地以“三个一冶建设为目标:一个阵地———围绕宏观经济运行、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政

策等领域的重大决策,打造面向财政部相关司局的智力支持阵地;一个平台———打造宏观经

济、财政税收、计量经济等多学科交融的高端学术交流和成果发布平台,促进学术界和决策

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一个基地———整合校内外优秀财经研究人才,引进高端学术人才,培养

财经后备人才,建设财经政策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 最终将本基地打造成为服务财税

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的国内一流新型智库。
三、建设进展

基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已形成例行会议、委托研究、信息交流和成果报送等四大运行

机制。 基地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运行专题分析、财政体制与政策分析等三

个领域为主要抓手,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实效性的预测分析和专题研究。 相关成果通

过本基地创办的《预测专报》直接报送给财政部领导及相关司局,得到了财政部相关领导的

充分肯定,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预测专报》共上

报 15 期,已成为基地为国家提供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与财政政策决策智力支撑的主要服务渠

道。 2017 年,基地成功承办“共建工作联席会议冶,并向财政部和所有共建高校介绍了基地

建设经验,为推进全国部省共建工作和完善部省共建研究机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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