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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杜凤莲（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010021； 

电话：86-471-4992904 

E－MAIL：xdufenglian@163.com 

dufenglian@126.com 

 

 

 

 

 

一、求学/工作历程 

1. 2015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2. 2015 年 8 月，任命为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3. 2015 年 5 月 20-25，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民进中央主办的“2015 年第一期民进骨干

会员培训班” 

4. 2012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5. 2010 年入选内蒙古党委组织部”草原英才” 

6. 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7. 2008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8. 2007 年 9 月－2008 年 9 月，美国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学院，中美富布赖特访问

学者 

9. 2005 年 12 月 10 日-2006 年 2 月 25 日加拿大 Winnipeg 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10. 2009 年 7 月评为博士生导师（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方向） 

11. 2005 年 7 月评为硕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学方向，2012 年，劳动经济学方向开始招生） 

12. 2007 年 5 月，任命为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13. 2006 年 7 月晋升教授 

14. 2004 年 7 月晋升副教授 

15. 2000 年 4 月晋升讲师 

16. 1994 年 7 月留校任教至今 

17. 2002 年 9 月――2005 年 6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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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97 年 9 月――2000 年 7 月，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90 年 9 月――1994 年 7 月，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时的经济系）攻读学士学位 

 

二、近年主要学术论文 

1、 杜凤莲，王媛，战略性资源关税的替代性政策研究—以稀土为例，经济科学，2015（3），

67-76，CSSCI 

2、 杜凤莲、张冠莉，资源禀赋与腐败-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3），

总 174，,3-10 

 

3、 杜凤莲、高正、王媛、余晶，技术进步不确定下的稀土最优耗竭路径研究，稀土，2015

（1），Vol.36：113-118，EI 

4、 杜凤莲，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经济融合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14

（5）:148-160 

5、 杜凤莲、王媛、鲁洋，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政策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观察，稀土， 2014（2）：

Vol.35: 112-118， EI 

6、 周利光、杜凤莲（通讯作者），草原畜牧业适应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内蒙古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4, 45(5):555-560，CSCD 

7、 周利光、杜凤莲（通讯作者）、张雪峰、张存厚，草原畜牧业对干旱的脆弱性评估——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为例，生态学杂志，2014，33（1）：259-268, CSCD 

8、 周利光、杜凤莲（通讯作者），草原畜牧业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优先项，草业科学，2014

（5），982-992，CSCD 

9、 颉茂华、果婕欣、杜凤莲，2014-2020 年中国稀土战略储备量研究-基于动态规划法视角，

资源与产业，2014(4)，Vol.16：1-7 

10、 薛继亮、杜凤莲，非公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3（6），

48-55，CSSCI 

11、 王文斌、杜凤莲，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2013（3），3-9 

12、 杜凤莲、马慧峰，“政策高地”与区域产业集聚，学习与实践，2013（11），35-42，CSSCI 

13、 杜凤莲、马慧峰、付红全，中国不同模式原料奶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4），486-490，CSCD, CSSCI 

14、 杜凤莲、余晶、杨理、巴图、周利光等，气候变化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以及适应性政策

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3-7 

15、 Du, Fenglian, Dong, Xiaoyuan, 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3（10）,Vol.62，

No.1, 131-155, SSCI 

16、 杜凤莲、董竞泽, 中国稀土产业政策及其对出口市场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 2011

（6）,37-42. 

17、 杜凤莲、董竞泽、高国鹏，技术效率、全要素增长率与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以内蒙

古为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5），90-97，CSSCI 

18、 杜凤莲、孙婧芳，贫困影响因素与贫困敏感性的实证分析——基于 1991-2009 的面板数

据，经济科学，2011（3），pp57-67，CSSCI 

19、 董竞泽、杜凤莲，气候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内蒙古为例，气候变化与生态响

应论文集，2010，美国科研出版社/SRP. 

20、 杜凤莲，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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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05-112. ，CSSCI 

21、 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0（2），

pp51-66. ，CSSCI 

22、 杜凤莲、陈晓霞，内蒙古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就业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 2010

（1），pp59-65. CSSCI 

23、 王伟化、杜凤莲、李红霞，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软科

学，2009（8）, pp84-90. ，CSSCI 

24、 杜凤莲、孙婧芳,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基于 1991-2004 年面板数据的分

析，经济科学, 2009（3）, pp15-26. ，CSSCI 

25、 杜凤莲、刘丽莎，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9（4），pp42-48. ，CSSCI 

26、 杜凤莲、孙婧芳, 资源富集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为例，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2009（4）,pp36-42. ，CSSCI 

27、 Du, Fenglian, Xiao-yuan Dong, “Why do Women have longer unemployment durations than 

men in post-restructuring Urban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vol. 33, No.2, 

pp233-252. SSCI 

28、 杜凤莲、董竞泽，博弈论视角下奶站与乳品企业利益关系分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9(6)，pp11-14. 

29、 杜凤莲，“内蒙古地矿企业制度创新模式研究”，北方经济，2009 年专刊·内蒙古地矿模

式，pp67-73. 

30、 杜凤莲， “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来自中国非农村的证据”, 世界经济文

汇, 2008(2)，pp1-12. 

31、 刘文忻、杜凤莲, “失业与中国城镇人口的收入差异”, 经济评论, 2008(1), pp36-39. 被人

大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8（3）全文转载. 

32、 杜凤莲、孙婧芳, 劳动力市场收入冲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城镇为例，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理，2007（11）, pp26-31. 

33、 杜凤莲、董晓媛, 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性别差异，世界经济文汇，2006（2）,pp1-10, 

被人大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6（4）全文转载. 

34、 杜凤莲、鲍煜虹, 搜寻理论、失业救济金与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2006（3），pp17-22, 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6（8）全文转载. 

35、 杜凤莲、程荣, 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后收入，南方经济，2006（3）, pp70-80. 

36、 刘文忻、杜凤莲, 中国城镇再就业者性别分割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05（5）, pp98-104. 

37、 杜凤莲、刘文忻, 失业救济金与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经济科学，2005（4）, pp18-28. 

38、 杜凤莲、范幸丽, 失业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05（2）,pp12-19. 

39、 杜凤莲, 失业与中国城镇人口的性别职业分割，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 年卷总第 3 辑，季

刊,pp67-79. 

40、 杜凤莲、王晶, 中国城镇人口失业与性别的收入差异，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4）, pp8-14. 

41、 杜凤莲、白雷, 人力资本匹配与生产效率，经济师，2004（7），中文核心期刊. 

42、 杜凤莲、高文书, 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特征及其检验，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4）,p16-21. 

43、 杜凤莲,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及其后果的经济学分析，经

济师，2004（8）. 

44、 范幸丽、杜凤莲, 稳定与增长公约与法德财政赤字超标，国际经济评论，2004（3），p41-44. 

45、 杜凤莲、王颖, 诚信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4），p92-96，

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商贸经济》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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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杜凤莲、王福勇,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力资本分析与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2），p93-97. 

47、 杜凤莲,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绩效，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1）. 

48、 杜凤莲, 内蒙古乳品业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5）p79-83.

被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2002（12）全文转载. 

 

三、专著/译著 

1. 杜凤莲等，新常态下加速内蒙古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新常态、新理念、

新发展—经济新常态与内蒙古发展理论文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12  

2. 杜凤莲，崔新蕾，2015：新常态下的新思路，载内蒙古“十二五”规划收官之战，

杭栓柱、胡益华、朱晓俊、胡伟华等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1 

3. 杜凤莲等，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政策评估，杭栓柱、单平、王明玖

等编著，内蒙古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评估—以草原畜牧业与水资源为例，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2014.4 

4. 杜凤莲，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杭栓柱、包思勤、赵云平等著，内蒙古“8337”发展

思路理论与实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12 

5. 张莉琴、杜凤莲、董晓媛主编，“社会性别与经济发展: 经验研究方法”，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2.5 

6. 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儿童看护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以中国

城镇为例”，董晓媛[加]、沙林[英]主编，“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

家庭照料”，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6.  

7. 杜凤莲、董竞泽，“中国与俄蒙贸易对内蒙古经济的影响”，乐长虹、刘永吉主编，

“兴边富民：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4. 

8. 杜凤莲 著，“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85千

字，2007.11. 

9. Du, Fenglian, Xiaoyuan Dong, “Gender Disparities in 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Urban 

China”, Labor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An Integrated Labour Market in the Making? 

Michaela Baur, Bettina Gransow, Yihong Jin, Guoqing Shi (Eds), ISBN 3-8258-9385-5, 

LIT VERLAG Berlin 2006. pp251-265. 

10. Dong, Xiaoyuan, Jianchun Yang, Fenglian Du and Sai Ding, Womem’s employment and 

public sector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Unemployment in China, Economy, 

human resources and labor markets. Edited by Grace O.M.Lee and Malcolm Warner. 

ISBN 978-0-415-37171-1, Routledge Talor & Francis Group, pp87-107.2007 

11. 刘文忻、杜凤莲等译, 经济学导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四、所授课程与研究方向 

中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 

劳动经济学（本科生双语教学） 

中级宏观经济学(本科生) 

微观经济学研究（研究生） 

管理经济学(MBA) 

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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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经历 

2016.3.6-3.12，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第 25 期民主党派骨干成员培训班”

学习 

2015.5.20-25，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民进中央主办的“2015 年第一期民进骨干会员培训班” 

2006.10，  参加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巴西国际扶贫中心合作并委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

学院举办题为“贫困分析与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培训班； 

2004.5-2005.5，参加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女学者培训项目 

 

六、会议 

1. 2016 年 7 月 3-5 日，首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报告论文“外出务工人员心理健康

的性别差异”，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2. 2016 年 5 月 31 日，推进创新发展座谈会，发言题目“以制度创新带动内蒙古经济增长”，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3. 2016 年 5 月 26-28 日，“Care Economy, Gender,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China”研讨会，

报告论文“Grandparents’ childcare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in urban China”，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4. 2015 年 12 月 22 日，内蒙古北疆论坛，报告论文“气候变化与土地流转”  

5. 2015 年 12 月 14 日，内蒙古改革发展论坛，主题“新常态与‘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发

展”，报告论文“新常态下加速内蒙古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论文获征文一等

奖 

6.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第 15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告论文“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对中

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7. 2015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 2015 年年会，报告论文“祖

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获年度优秀论文奖，南京财经

大学 

8. 2015 年 9 月 28-30，第二届中蒙货币金融合作论坛，报告论文“中蒙经济合作:我们知

道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大学 

9. 2015 年 9 月 16-20，中蒙俄智库联盟首届论坛，报告论文“经济互补性以及优势叠加：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基础”，乌兰巴托，蒙古国科学院，蒙古国国立大学 

10. 2015 年 6 月 13-15，IDRC 项目进展报告会，会议主题“Gender, Inclusive Growth and Care 

Economy in China”,报告论文”Grandparents’ Childcare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urban women with preschool children”，北京大学 

11. 2015 年 5 月 20-25，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民进中央主办的“2015 年第一期民进骨干

会员培训班” 

12. 2014 年 12 月 13-14 日在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参加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

告论文“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中国教育代际传递的规模与机制” 

13. 2014.8.16-18，在内蒙古通辽参加“第六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坛”，并做题为“Social 

Division, Women and Thei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发言 

14. 2014.8.7-9，在包头参加第六届中国稀土产业论坛 

15. 2014 年 7 月 26-28 日，在内蒙古大学参加“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协会第七次国际

年会(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Association for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SAMSE))”,报告论文“The Optimal Extraction 

Paths under Different Rare-earth Market Structure Combinations” 

16. 2014.6.8-9,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主题为“Gender, Inclusive Growth and Care Econom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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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的国际学术会议，汇报论文“Child gender,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arent labor 

market outcomes” 

17. 2014.6.12-14，参加中国区域经济监测专题会议，北京 

18. 2014.6.6-7, 在北京农业大学参加中国女经济学者国际会议，报告论文“The return to 

education in China-a natural experiment” 

19. 2014 年 4 月 25-27，在人民大学参加 2014 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换届大会暨区域发

展与城镇化学术研讨会，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 

20. 2014 年 3 月 14-16，在 Purdur University 参加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CES) North 

American Annual Conference, 报 告 论 文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marriage 

instability-evidence from China 

21. 2013.11.15-17，在西南财经大学参加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告论文-苹果为什么

落不远？农民工经济融合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 

22. 2013.11.1-3，在安徽财经大学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新型城镇化

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报告论文“中国制造业集聚时空演化--基于县级行政区数据

的研究” 

23. 2013 年 10 月 11-14，在南开大学参加 2013 年中国区域协会年会，报告论文“中国稀土

产业集聚的变动趋势以及原因” 

24. 2013 年 3 月 18-20，在韩国仁川参加 2013 年度亚太气候变化与适应论坛，报告论文

“Participating assessment to prioritize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grassland livestock 

industry to climate change in Xilingol, Northern China” 

25. 2011 年 12 月 9-11 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参加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告论文“中国

原料奶生产模式效率比较分析：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例 ”； 

26. 2011 年 11 月 29-12 月 9 日，在南非德班参加世界气候大会（COP17），在边会发言，报

告题目“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Grassland Livestock Industry to Drought in Inner 

Mongolia ”; 

27. 2011 年 11 月 5-6 日，中国暨南大学参加“第十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中国

区域经济学术研讨会”，汇报论文题目“中蒙俄国际贸易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证研

究”； 

28. 2011.10.15-16 日，在日本鹿儿岛大学参加日本 GIS 协会年会（GI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Japan），并做题为“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Resource-base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Inner Mongolia”的报告 

29. 2011 年 7 月 23 日～7 月 24 日,蒙古高原草地与气候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报告论文“内

蒙古草地畜牧业旱灾脆弱性评估”,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 

30. 2011 年 6 月 23-26，在中国工商大学召开 IAFFE 第 20 届年会，报告论文“The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marriage instability-evidence from China” 

31. 2011 年 6 月 17-19 日，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召开留美经济学年会，报告论文“中国教育

回报研究——兼论社会规范对经济的影响”； 

32. 2010 年 11 月 27-28 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和政策评估”

研讨会，报告论文“气候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内蒙古为例 ”； 

33. 2010 年 11 月 29-30 日，在呼和浩特参加气候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方法培训会，由英

国海外发展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举办。 

34. 2010 年 11 月 19-21，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参加第 10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宣读题为“教

育资源对教育水平以及教育回报研究”论文； 

35. 2010 年 9 月 23-25，在江西南昌大学参加“第九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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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战略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学术研讨会”，汇报论文题目“内蒙古地区间生产效率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87-2007）”； 

36. 2010 年 6 月 12-14，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就业动态与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即复旦

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汇报了题为“教育资源对

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研究方法”； 

37. 2010 年 5 月 30-6 月 2 日，在沈阳参加“第十次中日经济合作会议”，宣读题为“发展

循环经济、提升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的论文； 

38. 2010 年 3 月 2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中国的贫困问题及其政策反应”国际研讨

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Poverty and Policy Response），宣读题为“WHY DO 

WOMEN HAVE LONGER UNEMPLOYMENT DURATIONS THAN MEN IN 

POST-RESTRUCTURING URBAN CHINA?”论文； 

39. 2010 年 3 月 3-5，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参加“ACCC 中英瑞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研讨会

（ACCC Workshop: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d Risk Assessments）； 

40. 2009 年 12 月 12-13，在浙江大学参加第 9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危

机后的中国经济”，宣读题为“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中国为例”论文； 

41. 2009 年 11 月 28-29，参加由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

会”，报告题为“中蒙俄贸易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影响”论文； 

42. 2009 年 10 月 16-18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参加第八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

建设年会暨变革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学术研讨会，宣读题为“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扩大

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为例”论文； 

43. 2009 年 9 月 19-20，在浙江大学参加“产业集聚理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的

主题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宣读题为“Resource Abundance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the Grow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Inner Mongolia”论文； 

44. 2009 年 8 月 16-17，在内蒙古大学举办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专题会议，会议主题是“区

域合作与区域发展”，宣读题为“Does sheep bring bad luck?-the impact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论文； 

45. 2009 年 8 月 11-12，在复旦大学参加第 3 届“转型与经济发展”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ED）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制度与经济发展”。由复旦大学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YGC）联合主办； 

46. 2009 年 8 月 5 日—8 月 9 日，在锡林浩特参加全球金融危机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暨

民族地区、民族院校经济学院院长年度工作会议），在东乌旗做大会发言，题为“内蒙

古口岸经济发展与沿边经济带建设”论文； 

47. 2009 年 6 月 25-28，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了 IAFFE 年会，会议的主题是“性别政策与经

济发展”，宣读论文，题目“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48. 2009 年 6 月 13-15，在广西大学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CES）2009 年会，会议主题是“区

域以及全球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宣读论文“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49. 2009 年 6 月 5-7 日，在中山大学参加 YES 第 4 届年会，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政治经济学”，宣读论文“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50. 2009 年 3 月 13-15 日，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参加“全球视野下区域规划国际学术研

讨会”，宣读论文，论文题目“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分析-以内蒙古为例”； 

51. 2008 年 11 月 14-16 日，在重庆大学参加第 8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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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gration on marital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52. 2008 年 11 月 6 日， 在呼和浩特参加会议，主题是“资源开发利用与科学发展”，内蒙

古党委宣传部； 

53. 2008 年 11 月 7-8 日，在复旦大学参加了亚太商学院第 4 届年会（AAPBS）； 

54. 2008 年 10 月 10-11， 在复旦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年会，宣读论文“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marital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55. 2008 年 1 月 4-6，在美国新奥尔良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论文题目“经济转

轨期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再就业的性别差异”； 

56. 2007 年 7 月，在湖南大学参加了第 7 届留美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Child Care 

Service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Women’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57. 2007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第 4 届中国女学者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 

58. 2006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 6 届经济学年会上宣读论文“Child care, family 

structure and women’s labor supply”，并主持了女学者午餐会； 

59. 2006 年 11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主题为“欧盟扩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学术研讨

会，在会上宣读论文“Why Women Have Longer Unemployment Durations than Men in 

Post-Restructuring Urban China?”； 

60. 2006年 7月，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参加 IAFFE 第 15届年会，会上宣读论文“Why Women 

Have Longer Unemployment Durations than Men in Post-Restructuring Urban China?”； 

61. 2006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Child care and women’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China”； 

62. 2006 年 6 月，在 PEP 第 5 届年会（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亚贝巴）宣读论文“Women’s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vestigation Using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63. 2006 年 6 月，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

训项目启动仪式，暨第 3 届中国女经济学者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 

64. 2005 年 12 月，在中国第 5 届经济学年会（厦门大学）宣读论文“Unemployment Duration 

and Re-employers’ Earnings”； 

65. 2005 年 9 月，在南京河海大学参加了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会上宣读论文

“Gender Disparities in 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Urban China”； 

66. 2005 年 6 月，在第 5 届留美经济学年会（重庆大学）宣读论文“Gender Disparities in 

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Urban China”； 

67. 2005 年 6 月，在 PEP 第 4 届年会（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宣读项目申请报告“Women’s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vestigation Using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68. 2004 年 12 月，在中国第 4 届经济学年会（南开大学）宣读论文. 

  

七、科研项目 

1、 主持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重点课题“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边境地区发展研

究”，2015-2016，8 万元，2015JDA036 

2、 主持瑞士国际合作处资助中国气候变化适应二期课题，“内蒙古草场流转政策深化研

究”，30 万,2015-2017 

3、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 “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2015.8-2015.12，15 万元 

4、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研究生培养国际化水平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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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5-2018 

5、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课题，2015：新常态下的新环境、新挑战、新

机遇、新思路，项目号 2015W01-2，2 万元，2014-2015 

6、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规划预研重大课题“‘十三五’时期内蒙古提升服务业发展

水平研究”，20 万元，2014 

7、 主持加拿大 IDRC 资助课题“Care Economy, Inclusive Growth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2 万加元，2014-2015 

8、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经济融合的代

际传递”，54 万元，（项目号 71373111），2014.1-2017.12. 

9、 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典型草原退化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子课题“典

型草原家庭牧场模式以及成本效益分析”，项目号 2011BAC07B01，50 万元，2013-2014 

10、 主持美国文化交流处资助课题“Why doesn’t the apple fall far from the tree?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education of the floating/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urban-rural migrants in 

China”，5000 美元，项目号 S-CH500-13-GR352， 2013-2014 

11、 主持内蒙古教育厅重点课题“促进内蒙古非公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号 NJZX01，

3 万元，2013 

12、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招标课题，“内蒙古人口流动现状、特征与趋

势分析”，2 万元，2012-2013 

13、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科技领军人才项目，2013.1-2014.12. 

14、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耗竭资源产业最优发展路径研究-以稀

土产业为例”，38 万元，（项目号 71163025），2012.1-2015.12. 

15、 主持“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建设，西部提升计划资助，2012-2015 

16、 主持内蒙古党委组织部“草原英才”工程项目，15 万元，2011 

17、 主持内蒙古大学文科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5 万元，项目号

121106-14，2010-2013. 

18、 主持内蒙古发改委委托项目“内蒙古资源型产业优化升级与非资源型产业发展”，30 万

元，2010.5-12. 

19、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软科学项目“中蒙俄国际区域合作与建设内蒙古沿边经济带研究”，7

万元，项目号 20100812，2010-2011. 

20、 主持中英瑞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内蒙古气候变化与适应性政策评估”，35 万元，项目号

ACCC/20100620-04，2010.6-2013.12. 

21、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项目“内蒙古‘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10 万元，2010.5-2010.10. 

22、 主持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气候变化对人口健康的影响-以内蒙古为例”，3 万元，批准

号 Z2009-1-01017，2009.12-2012.12. 

23、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第二次普查招标课题“内蒙古二、三产业就业潜力研究”，0.6

万元，2010.1-2010.6. 

24、 主持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稀土产业集聚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20 万元，批准号 NCET-09-0855，2010.1-2012.12. 

25、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委托课题“内蒙古对蒙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研究”，7 万元，

2009.6-2009.9. 

26、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十二五’期间县域经济发展研

究”，4 万元，2009.10-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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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发性金融推动下的内蒙古稀土企业集群成长路径研

究”，2 万元， 批准号 2009BS1003，2009.1-2011.12. 

28、 主持内蒙古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科技措施研究”，

2 万元，2009.6-2010.6. 

29、 参与中国科技部国家软科学项目“内蒙古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号

2008gxs1d030, 2008.9-2010.12. 

30、 主持内蒙古科技厅自然基金项目“内蒙古乳业新型产业化战略模式研究”，3 万元，（项

目号 200808175） 2008.11-2010.12. 

3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经济非均衡增长模式评估及其可持续性政策研究”，

15 万元，（项目号 70763005），2008.1-2010.12. 

32、 主持内蒙古人才基金项目“内蒙古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路径及其可持续性研究”，内蒙古

自治区人事厅，2008.1-2009.12. 

33、 主持中美富布赖特基金项目，“儿童看护，家庭结构与中国非农村地区女性劳动供给”，

31250 美元， 项目号 68430934，2007.9-2008.9. 

34、 参与德国伯尔基金会资助课题  “非支付看护及其对女性的影响”, (项目号: 198834 

BJ-0707-C14), 2007.1-2009.12.  

35、 主持加拿大 IDRC 和 PEP 资助项目“中国结构调整与女性就业：利用住户调查数据的

分析”，2 万加元，项目号 PMMA-10348，2005.6-2007.6. 

36、 主持内蒙古大学 211 项目“下岗失业小额贷款的效率分析：以包头为例”，2 万元，

2005.7-2008.6. 

37、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十一五’期间内蒙古扩大就业与再就业的

对策研究”，2.2 万元，批准号 06A005, 2007.1-2009.12. 

38、 国际劳工组织和国家民委课题“就业减贫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内蒙古自治区项目咨询

专家，5000 美元，项目号 CAEE0505。2005.10-2006.6. 

39、 参与秦志宏副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西部地区资源型企业及群化成长模

式”（项目号 70362001），2004.1-2006.12. 

40、 主持内蒙古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内蒙古毛纺产业的衰落及其启示”，0.2 万元，2002-2003. 

 

八、荣誉与奖励 

2016 年，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二等奖，获奖著作《内蒙古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评估—以草原

畜牧业与水资源为例》 

2015 年，内蒙古改革发展论坛，主题“新常态与‘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发展”，论文“新常

态下加速内蒙古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获征文一等奖 

2015 年，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 2015 年年会，报告论文“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对

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获年度优秀论文奖 

2015 年，指导姜颖、吴倩等本科生参加“挑战杯”大赛，获自治区三等奖，参赛题目“家

庭牧场、牧民合作社、国营牧场三种经营模式比较研究-基于锡林浩特市的调查数据” 

2015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2013 年，被评为民进内蒙古区委 2012-2013 年度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2012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科技领军人才计划 

2012 年，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统计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奖题目“技术效率、全要素增

长率与地区间增长差异-以内蒙古为例” 

2011 年 10 月，指导学生（郭炜龙、王乐、赵亚鹏）获得全国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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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入选内蒙古党委组织部“草原英才”工程，编号 CYYC2010063 

2011 年 3 月，获得内蒙古大学优秀女教工称号，内蒙古大学工会 

2011 年 12 月，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经济普查课题评选二等奖，获奖题目《内蒙古二、

三产业就业潜力研究》 

2010 年 10 月，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获奖题目

“Why do Women have longer unemployment durations than men in post-restructuring Urban 

China?”  

2010 年 3 月，获得内蒙古大学科学技术创新特殊贡献奖 

2010 年 3 月，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 

2010 年 2 月，获得内蒙古大学优秀女教工称号，内蒙古大学工会 

2009 年 12 月，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09 年 11 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证书号：宝字第 200910045 号 

2010 年 6 月，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2008 年 10 月，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为“内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本人为主要参与人 

2007 年 12 月, 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三等奖 

2007 年 10 月，入选内蒙古人才开发基金项目 

2007 年 9 月，获得中美富布赖特基金项目资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 年 

2003.11，获得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获得光华奖学金 

2001.10 月，代表内蒙古大学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大专院校第二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大赛，

并获得三等奖 

 

九、工作论文 

1．Du, Fenglian, 2010, Does “sheep” bring the bad luck?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 

resources on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earnings in China，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UC Los Angeles, working paper, No.2010-13,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8727p3gd#page-1. 

 

十、学术兼职 

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大学校友会理事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栏目主持人 

中国女经济学者联谊会成员，任中国女经济学者联谊会第二届秘书长，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

网络学术委员会主席 

为经济类核心期刊/CSSCI期刊《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文汇》，《南方经济》匿名审稿人 

内蒙古宏观经济学会会员 

内蒙古统计学会常务理事 

内蒙古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8727p3gd#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