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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6日，由《统计研究》编辑部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合发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

国经济增长研究平台和计量经济学研究平台联合承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经济转型论

坛”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l匹1)ll大

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统计研究》编辑部的参会代表齐聚羊城，聚焦数字经济前沿，

剖析人工智能热点问题，解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故事，就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开展充分的学术讨论

与交流。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建浩

副教授主持，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

所所长、《统计研究》主编闾海琪和中

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陆军教授分别致

辞。闾海琪主编在致辞中向论坛主办方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致以衷心的感谢，并

向与会嘉宾和学者介绍了《统计研究》

期刊的发展情况。陆军院长代表岭南学

院对所有参会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期

待本次论坛可以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

流，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第一场主旨报告由间海琪主编主持。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许宪春教

授首先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统计的创新和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经济社会统计是监测

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在服务宏观决策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

用。许宪春教授认为，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情况，经济社会管理产生了许多

新需求，给经济社会统计的统计理论与方法、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同时也

蕴含着重大发展机遇。许教授进而指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统计应该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人

才培养方式进行创新，实现发展。最后，许教授从实际问题出发，列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统

计的8个重点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经济增长目标体系的相关研究成

果。他们通过文本收集和分析，获取各级政府关于辖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数据。基于增长目标体

系，采用混合截面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国增长目标系统的特征，结果发现，中央跟地方目

标是中央对地方具有单向影响、空间相近或发展水平相似省份在增长目标上的互动更为显著。

第二场主旨报告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才国伟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周先波教授和中央财

经大学郭冬梅教授分别以《投资经验与甄别违约风险的能力一一基于借款标的特征的学习》和

《城市互联网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研究》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6日下午进行了6个分论坛的学术报告，论文主题涵盖文本大数据分析、工业机器人、经济转

型以及理论计量研究等多个领域，人选论文作者分别汇报研究成果，点评人分享对文章的独特见

解，现场听众积极提问互动，所有论文都得到充分深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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