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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论坛(2022)征文启事

为促进全国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研究人才，推

动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j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贡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博

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经

济研究》编辑部、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经济思想史学刊》编

辑部共同协办的第一届全国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论坛(2022)，拟于2022年10月在北京召开(因受

疫情影响，原定召开时间现作变更，具体日期将另行通知)。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现面向全国范围内的博士后工作者(含已出站

学者)、博士研究生与45岁及以下学者征文。具体事项如下。

【征文要求】

1．征文应为围绕本届论坛主题的、原创的、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论坛鼓励立足我国新

时代基本国情，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倡导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运用经济学

基本理论和方法，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2．写作符合国际学术规范，体例请参考《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征文的标题、摘要、关键

词、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内容，作者的姓名、顺序、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确切、详细、

完整；篇幅在1．5万字以上(不接受短论)。

3．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皆须为博士后工作者(含已出站学者)、博士研究生或45岁及以下

(即1977年6月1日及以后出生)学者。

4．作者请于2022年8月15日前将征文电子版(DOC格式，文件名为“标题+姓名”)发送至

luntanzhenggao@126．com；邮件主题中请标注“第一届全国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论坛征文”；同时

提交征文回执电子版(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站下载：http：／／ie．cssn．cn)。

【征文评选】

论坛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审全部征文。入选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将受邀参加本届论

坛。其中的优秀论文将推荐至《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思想史学

刊》，经各刊编辑部审定后，可进入各刊匿名评审流程。论文入选通知将于2022年9月15日前发给

作者。

【其他事项】

本届论坛不收取会务费，其间工作餐与会务资料由主办方负责。参加人员的交通与住宿费用

自理。

【联系人】

程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010—68034421 chengjiao@cass．org．cn

李石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010—81358377 lishiqiang@ucass．edu．cn

全国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论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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