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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2018 年—）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2019 年—）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副会长（2021 年—）  

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委员（2017—）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学刊主编（2018 年—） 

 

研究领域 

发展经济学 

“一带一路”经济 

新兴市场经济 

农业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新型城镇化 

地方治理 

 

主讲课程 

《“一带一路”概论》（本科生中文授课；留学生英文授课） 

《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留学生英文课程） 

《管理务实》（留学生英文课程） 

 

学历与学位 

经济学学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经济系，1984 

论文：《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理学硕士 泰国亚洲理工学院-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区域规划系，1991 

论文：Village Economy in Central Thailand: Testing Chayonov’s Model 

导师：Prof. Harvey Demaine, Prof. H. Detlef Kammeier, Prof. Hiranya D. Dias 

经济学博士 德国维藤大学经济系，2005 

论文：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导师：Prof.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Prof. Birger P. Priddat, Prof. Jorn 

Rusen 

公管博士后 美国哈佛大学艾什中心亚洲项目，2008 

博士后研究报告：New Coll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合作导师：Tony Saich 

 

工作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2011 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2010-2015 年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2007-200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1998-2009 年 

北京道达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2000-2002 年 

法国兴业证券亚洲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1997-2001 年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官员，1995-1997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1993-1998 年 

泰国亚洲理工学院区域规划系研究助理，1991-1992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实习生，1988-1989 

菲律宾泽维尔大学东南亚农村领导力研究所培训生，1987-1988 

河南省安阳市教师进修学院授课教师（第一届中央讲师团成员），1985-1986 

 

奖励和荣誉 

1984 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独著论文《武汉市蔬菜产购销体制改革浅议》，湖

北省教育厅授奖）  

1988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参与研究和

撰写《2000 年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研究报告》）  

1989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执笔研究报告

《中国乡镇发展研究》）  

1989  纪念农村改革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与陈吉元合著研究报告《关于农村劳

动力问题的对策研究》） 

1995  孙冶方经济科学 1994 年度论文奖（与陈吉元合著论文“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

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表在《经济研究》1994 年第 4 期） 

1995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家提名奖（独著论文《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地域转移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青年”提名奖 

1997 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与陈吉元、何梦笔联合主编 8 卷本《当代中国的村庄

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2000  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独著专著《发展理论与中国》，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2002  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与何安耐联合主编专著《农村金融与

发展——综合分析、案例调查与培训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2007 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独著论文“村庄信任与标会”，发表在《经济研究》

2004 年第 10 期） 

2007 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独著论文“村庄信任与标会”，发表

在《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0 期） 

2008 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提名奖 （与刘强、李晖合著《农村金融与村

庄发展：基本理论国际经验与实证分析》，商务印书馆 2006 年出版，） 

2008 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独著英文专著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Routledge: 2007） 

2013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管培训中心 2013 年度“优秀教学奖” 

2013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2023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园区“优秀共产党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7%9C%81%E6%95%99%E8%82%B2%E5%8E%85/83926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7%9C%81%E6%95%99%E8%82%B2%E5%8E%85/83926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86%B6%E6%96%B9%E7%BB%8F%E6%B5%8E%E7%A7%91%E5%AD%A6%E5%A5%96/99169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400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40012


新闻报道 

1997 郑秀满：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访青年经济学者胡必亮，《农民日报》1997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1997 孙明泉：全面透视中国农村的传承与变迁——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

员胡必亮，《光明日报》1997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1997 祝华新：从田埂通向书斋——记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的村庄调查，《人民日报》1997

年 3 月 26 日第 10 版。 

2013 王国平：解读中国城镇化 30 年——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谈他的

城镇化研究经历，《华西都市报》2013 年 12 月 3 日。 

2019 沈阳：胡必亮：求索“一带一路”，《北师大校网·师大人物》2019 年 4 月 24 日。 

2019 Xing Wen, For Hu Biliang,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 is a mantra of personal 

pride, China Daily，May 11-12, 2019. 

2019 袁勇：为国治学——记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经济日报》2019

年 6 月 23 日。 

2022 崔译戈：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金砖力量——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

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委员，《人民网——国际频道》2022 年 6 月 23 日。 

2022 白波：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秉承金砖精神，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北京日报》2022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 

 

学界评议 

1997 萧义夫：一套研究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的好书——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

落文化丛书》，《中国农村经济》，1997 年第 4 期，第 77-79 页。 

1997 李周：传统的创新与中国的崛起，《经济研究》，1997 年第 5 期, 第 49-53 页。 

1997 陈宇华：走出深院 跨出国门 ——《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的两

个特色，《中国出版》， 1997 年第 6 期。 

1998 傅岩山：一个人四本书大奖三连冠——从“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

说起，《编辑学刊》，1998 年第 3 期。 

1999 晋经：一部评析当前中国经济走势的力作，《经济日报》1999 年 1 月 21 日。 

1999 随喜：评析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时报》1999 年 1 月 22 日。 

1999 胡舒：立足国情的『发展经济学』，《农民日报》1999 年 2 月 3 日。 

1999 彭志龙：立足现实 把握大势——《中国经济问题评析》简评，《中国改革报》

1999 年 2 月 24 日。 

1999 蔡昉：寻找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支点，《人民日报》1999 年 3 月 13 日。 

2000 邱晓华：走向复苏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0 年 5 月 19 日。 

2002 Thogersen S.，Villag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28, No2: 253-274,2002 年. 

2005 何梦笔（德国）：网络、共同体和中间结构——评胡必亮教授著作《关系共同

体》，《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5 年第 4 卷。 

2007 何梦笔（德国）：正确把握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评胡必亮教

授新作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6 期，第 157-160 页。 



2007 Hiranya D. Dias （斯里兰卡）：坚持城乡一体化战略, 努力探索农村发展的正确

道路——评胡必亮专著《泰国中部的村庄经济:对蔡亚诺夫模式的检验》，《中国

农村经济》2007 年第 10 期，第 77-80 页。 

2007 王曙光：村庄信任、关系共同体与农村民间金融演进——兼评胡必亮等著《农村

金融与村庄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07 年第 4 期，第 75-79 页。 

2008 托尼·赛奇（美国）：探索合理的发展方式——简评胡必亮教授新作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 年第

5 期, 第 190-191 页。 

2009 Hiranya D. Dias （斯里兰卡）：充分重视民间制度创新对于发展的意义——评胡

必亮研究员的新作，《中國社會科學輯刊》， 2009 年 9 月秋季卷。 

2009 Hiranya D. Dias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Significance for Support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A Brief Review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Fudan Human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2):144-148，2009 年. 

2014 Delman J.，Tony Saich and Biliang Hu, 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New 

Coll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urism Geographies, Vol.18, No.1:1-21，

2014 年. 

 

研究创新 

1、重新界定新兴市场并甄选出新兴市场 30 国 

（1）将“新兴市场”从资本投资的概念扩展到了经济发展的概念；（2）基于发展经济

学基本原理，从规模总量、制度环境、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五个维度的 10

个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全面地衡量和测度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3）从世界 183

个有系统资料的国家中甄选出了 30 个新兴市场国家；（4）基于过去 20 年的发展经验，

总结了新兴市场 30 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5）分析了新兴市场 30 国的未来发展趋

势。该项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与唐幸、殷琳、刘倩合著）2018 年第 10 期上发

表。 

2、全球化转型 

 针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世界出现了不同的选择，如英国选择了脱欧、美

国特朗普政府选择了“退群”等。作者提出了“全球化转型”新概念并结合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初步论述了全球化转型及其发展前景。详见《光明日报》2017 年 5 月

13 日《光明日报》第 8 版（光明讲坛）整版文章：“‘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化转型”；

参见“推动构建更加美好的全球化世界”，载栾建章主编：《百年大变局遇上百年大流

疫》第 23-31 页，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第 1 版；也可参见英文论文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ization，KWARTALNIK NAUK O 

PRZEDSIEBIORSTWIE (Poland), nr 1 (46)：30-37·styczen·marzec 2018·rok XII. 

3、“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的本质并不仅仅只是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而是要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

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多方面都得到发展，做到资源有效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BB%8F%E6%B5%8E%E7%BB%93%E6%9E%84/69729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1177173


用、经济持续增长、环境友好保护、社会公平和谐、空间结构合理、智慧城市创建等方

面，加上人口转移，促进多维的城镇化发展，这样的城镇化发展，就是可持续的城镇化道

路，就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详见《光明日报-理论版》2013 年 6 月 28 日文章“论‘六位一体’

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4、利用非正式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 

长期以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研究正式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对于

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则重视不够。通过对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

的传统、习俗、地方规则、家族制度、关系网络等对促进中国农村的家族企业、乡镇企

业、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于促进地方的公共产品提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

果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地方治理，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潜

力。详见由英国路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于 2007 年 7 月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的胡

必亮教授的学术专著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和由帕尔格雷

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于 2012 年 10 月在纽约出版的由胡必亮教授

和哈佛大学 Tony Saich 教授联合撰写的 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两本英文著作。 

5、利用传统村庄信任机制，促进中国民间金融发展 

将中国地域文化传统与信贷行为相结合，提出了信贷、信息与信任边界相一致情况下

的中国民间融资与村庄社区发展模式。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胡必亮教授提出了有条件放

开民间金融市场以及改善金融监管的问题。详见《经济研究》2004 年第 4 期发表的论文

“村庄信任与标会”和基于此而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于 2006 年 12 月给中央有关决

策部门所写的政策建议“关于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几点意见” 以及由路特里奇出版

社（Routledge）于 2007 年 7 月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的英文专著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一书中的相关分析。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

体方案》，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 

6、以都市区形式主导和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中国应走以都市区驱动的城市化道路，最终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详见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00 年 5 月 25 日印发的胡必亮教授的政策建议报告“关于城市化与

小城镇的几个问题” 和《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00 年 12 月 29 日发表的“‘十五’期间我国‘三

农’‘一化’问题的战略思考”以及由重庆人民出版社于 2008 年 4 月出版的《城镇化与新农

村》一书。2014 年 3 月 16 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在“指导思

想”部分，明确地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

要的指导思想提了出来 。 

7、关系共同体 

将关系网络与共同体两个理论概念通过嫁接后形成了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国际

学术价值的新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德国著名经济学家 Carsten Herrmann-Pillath（何梦

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进展，至少在被西方文献所称之为‘关系’的研究领域是如此”（《中

国社会科学评论》2005 年第 4 卷，第 20 页）。通过这个新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对当

代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发展进行了深入地实证分析。详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6 年秋季卷第 1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系’规则与资源配置” 
 和由人民出版社于 2005 年 1

月出版的《关系共同体》一书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于 2005 年 6 月出版的第 4 卷上

以《关系共同体》为题所做的主题研讨部分的内容）  。同时参见由路特里奇出版社

（Routledge）于 2007 年 7 月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的英文专著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一书中的相关内容 。 

8、在“三元经济结构”框架下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问题 

在二元城乡结构的制度环境中，由于制度的制约，城乡间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因此可

以通过构建“三元经济结构”，一方面可以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

也可以创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发展道路，以完成中国转型期劳动力转移与经济

发展中的双重历史使命。详见《农村经济与社会》（双月刊）1992 年第 2 期的文章“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和《经济研究》1994 年第 4 期的文章“中

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 

9、选择合适的城乡联系模式，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系统地分析城乡联系理论与各国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力推进我国城乡一体

化发展进程的比较系统的思想。详见《经济学家》1993 年第 4 期的文章“城乡联系理论与

中国的城乡联系”，同时参见《中国农村经济》1993 年第 8 期的文章“城乡联系：理论阐释

与模式选择”。 

10、灰色区域 

胡必亮教授是我国较早引入 McGee 的城乡混合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灰色区

域”理论的学者之一。详见《经济研究》1993 年第 6 期文章“灰色区域理论概述”，并参见

《世界经济》1994 年第 2 期文章“‘灰色区域’及其在亚洲的出现与发展”和《中华工商时

报》1994 年 9 月 27 日发表的文章“灰色区域理论”以及《中华工商时报》1994 年 11 月 8

日发表的文章“‘灰色区域理论’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 

11、全面放开小城镇户籍 

小城镇户籍：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户籍：部分放开；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户籍：控死一

头，放活一头；建议在大城市试办农民开发区。详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89 年 4

月 25 日送给中央相关决策部门的政策建议报告“关于解决农民进城问题的对策建议”  。

2013 年 6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在《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

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

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 

12、双轨城市化道路 

城乡隔绝制度形成二元城镇体系通过双轨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详见

《天府论坛》（与潘大建、叶克林、周汝昌、思其合著）1987 年第 6 期的文章“论我国二

元城镇体系” 和《管理世界》（双月刊）1990 年第 4 期的文章“我国乡镇发展研究” 以及

《中国人口科学》2000 年第 6 期的文章“实施积极的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促进中国城市化快

速健康发展” 。 

13、转换中国城市发展机制：从政府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5%83%E7%BB%8F%E6%B5%8E%E7%BB%93%E6%9E%84/509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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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城市发展要素的市场化实行城市发展从非均衡机制到均衡机制的

转换。详见《经济研究资料》1989 年第 23 期的文章“中国城市机制及其转换”。2013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应该包括市场要在城镇化

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4 年 3 月 16 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在“指导思想”部分，明确地提出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 

14、地多人少地区应多“统”少“分”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家庭承包制曾有一段时间走偏了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多“统”少

“分”，利用自身优势，走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规模经营。详见《红旗内部文稿》

1987 年 2 月 10 日第 3 期的文章“黑河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同时

参见《农业经济丛刊》（双月刊）1986 年第 6 期的文章“失误与困境 潜力与希望”  。 

15、农商结合 

做好大城市蔬菜供应工作，要改革传统的农业和商业分割的体制机制，减少环节，实

现农商结合，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详见《湖北日报》1984 年 6 月 28 日的文章“农商结合

是解决武汉蔬菜供应问题的重要途径”；参见《中国农村经济》1985 年第 2 期的文章“武汉

市蔬菜产购销体制改革浅议”。2012 年，全国性的“农超对接”方式得以普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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