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信息

姓名 石奇

职称 教授

职务

性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1966年 5月

国籍 中国

护照号

联系方式
手机 13951949298

邮箱 shiqi@zisu.edu.cn

任职状态 ☑全职 □兼职

学科领域 产业经济学

所授课程
本科：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硕士：高级产业组织理论

教育背景 1997年9月-2001年6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

职业经历

2019年1月-2023年12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6年6月-2018年12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4年7月-2016年5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12月-2014年6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科研处处长，《产业经济研究》（CSSCI

来源期刊）副主编、《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副主编

2009年7月-2012年11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公共财政研究中心

主任、《产业经济研究》（CSSCI来源期刊）副主编

2006年6月-2009年6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产业经济研

究》（CSSCI来源期刊）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2004年9月-2006年6月，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2003年11月-2004年8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

员，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2003年9月-2003年10月，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2002年5月-2003年，南京经济学院，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2000年3月-2002年5月，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1997年3月-2000年2月，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助理

1994年2月-1997年2月，安徽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教师

个人段落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博士后，国家级

人才，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领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博士后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江苏省

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10余项。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

表高水平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余部。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等奖项。担任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军民

融合咨询专家等学术兼职。

人才计划 国家级人才

学术成果

（5年内, 从最近的

开始填写）

期刊文章

[1] 叶举;艾玮炜;石奇.绿色政策选择、粮食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协调发展研究[J/OL].中国

农业资源与区划,2024-1-30,:1-19.

[2] 周宁;石奇;张露露.产业政策如何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研究进展和评述[J].山西农经

,2024(01):1-8.

[3] 陈彦池;李婧;石奇.基于五化协同视角的粮食供应链安全审计研究[J].商业会计

,2023(18):34-38

[4] 车树林;石奇.“双碳”目标下的金融摩擦与宏观审慎政策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

,2023(06):14-28.

[5] 刘聪;石奇;蔡荣.膳食结构升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3(03):1-5+28.

[6] 石奇;杨振兵;陆敏苇.创新试点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3(03):12-21.

[7] 石奇;梁莉;周宁.节粮减损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的机制检验[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03):22-34.

[8] 石奇;周宁;杨振兵.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J]当代经济研究,2023(01):84-95.

[9] 梁莉;石奇;周宁.节粮减损、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经科学

,2022(12):88-102.

[10] 车树林;石奇.文化资本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

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京社会科学,2022(10):148-158.

[11] 叶举;石奇.市场化改革、流通资源配置效率与价格波动：以玉米市场为例[J].农业技

术经济,2023(06):50-66.

[12] 石奇;梁莉;周宁.高质量产业活动识别与主要增长极产业发展前景[J].经济学家

,2022(02):86-96.

[13] 刘聪;石奇;钱龙.中国人造植物肉产业的发展现状、驱动机制与前景预测[J].农林经济

管理学报,2021(06):759-768.

[14] 石奇;陈启斐.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基准——来自中国细分行业的比较研究[J].经济与



管理研究,2021(06):22-29.

[15] 王钢;张恬;石奇. “垂足距离”测算下城商行经营效率的比较分析.金融与经济

,2021(01):37-48.

[16] 周元春;李珊珊;石奇;那仁图亚.信贷诉讼中商业银行的债权保护——基于887份司法

判决书的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21(01):37-48.

[17] 周宁;石奇;陆雨卉.农村土地财产价值能提高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吗?——基于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0(06):25-34.

[18] 王钢;张恬;石奇.金融知识能助推农村居民家庭参与互联网金融吗?——基于2015年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J].新疆财经,2020(03):29-39.

[19] 王钢;蔡荣;金强;石奇.互助资金对贫困户脱贫的支持：可得性和匹配性——基于贫困

户与资金互助社双向选择的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06):99-109.

[20] 王钢;石奇;钱龙.最低收购和价格补贴政策能提升农户福利效应吗?——基于小麦主产

区5省份1996—2016年面板数据的测算[J].农业经济问题,2019(10):63-73.

教材/案例/其他

[1]产业政策：理念、比较与中国的实践[M].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社,2022,09.

[2]产业经济学（第五版）教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07.

[3]高质量发展：问题、辨识与路径[M].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01.

[4]产业经济学（第四版）教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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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5 年内, 从最近的开

始填写）

研究资助

发展主动权导向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资助：¥200000，2022-至今。

其他信息

学术服务

（如：担任同行评议期

刊审稿人或编委）

咨询项目

参与教学工作以外的学

院事务和公共服务

☑参与政策制定

□建议建言

☑科研

□指导课外活动

☑指导学术辅导

□指导职业指导

□担任学校/学院各委员会职务

□其他

（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