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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家留学基金委），美

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一桥大学访问学者。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聚焦创新管理、科技政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面上

项目、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高端智库年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项目、面上项目等课题。在 Long Range Planning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 R&D 

Management 、 Technovation 、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Management 

Decision、《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管理评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

国软科学》《软科学》《外国经济与管理》《管理工程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哈佛商业评论（中

文版）》《清华管理评论》等实践管理类期刊发表论文 7 篇。出版独立专著《责任式创新：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

的选择》。获 2024 中国知网前 1%学者，2018 年清华大学十佳优秀博士后奖，2017 年全球开放创新年会新兴学

者研究成果奖。目前担任国际创新与战略管理旗舰期刊《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副主编、国际创新与

工程管理重点期刊《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副主编、《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编委、《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顾问编委、《科学学研究》

与《技术经济》青年编委等；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民营企业数智化转型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管理专委会”委员、“中

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委会”委员，SSCI 索引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特刊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特刊客座主编等，长期为多本中英文学术期刊做匿名审稿人。

关于科技政策的相关观点稿曾获国务院、科技部等有关领导批示。 

 

现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研究领域 

企业创新管理、产业演化、新兴技术治理、科技政策 

 

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2021.08-至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研究员 

2022.08-至今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访问学者 

2019.04-2021.0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2021.08-2024.08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副研究员(兼) 

2016.10-2019.03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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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19.0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后(工商管理流动站, 导师: 陈劲教授) 

2018.09-2018.10    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院                                           访问学者(Host: Prof. Ikujiro Nonaka 野中郁次郎) 

2017.01-2018.0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                             访问学者(Host: Prof. Henry Chesbrough) 

2012.09-2016.06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博士(导师:陈劲教授) 

2014.10-2015.10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商学院           国家留基委联合培养博士生(Host: Prof. Francesco Rentocchini) 

2009.09-2012.03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硕士(导师:许庆瑞院士) 

2005.09-2009.06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工学学士 

2008.03-2008.06     台湾义守大学电气工程系                                                             校际交换生 

 

主持科研项目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在研项目，编号: 72232004) 

题目：中国企业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在研项目，编号: 72174005) 

题目：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治理机制研究: 双元视角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已结题，基金委结题评估“优”，编号 71704090) 

题目：责任式创新的共性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 

 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已结题，编号: 20YJC630102) 

题目：责任式创新视角下人工智能治理的开放机制研究 

 来源：2024 年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国务院研究室委托，已结题） 

题目：科技政策相关 

 来源：2023 年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科技部委托，已结题） 

题目：创新政策相关 

 来源：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已结题) 

题目：科技政策相关 

 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特别资助项目(已结题，编号：2018T110110) 

题目：科技发展社会满意度作用机理：责任式创新人本动因视角 

 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项目(一等资助, 已结题，编号：2017M610097) 

题目：责任式创新：一个“溯源-理论-实践”的整合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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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著作 

 梅亮(著). 责任式创新：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的选择.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被遴选为清华创新经典

丛书之一) 

 

英文书章节 

 Jin Chen, Liang Mei.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Changes. (2019). Chapter 6, In Jin 

Chen, Poh Kam Wong, Eric Viardot and Alexander Brem. (2019).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Liang Mei, Jin Chen. (2019).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rigin, Attribu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apter 16, 

In Jin Chen, Poh Kam Wong, Eric Viardot and Alexander Brem. (2019).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Huang, L., Mei, L., Liao, M., & Zhao, Y. (2024). China’s progress in technology assess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In Armin Grunwald. (2024). Handbook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84-191. Edward Elgar.   

 

社会服务(期刊客座主编、编委、学会理事/会员等) 

1. 副主编：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01/2024- ) 

2. 副主编：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01/2024- ) 

3. 特刊客座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特刊“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Pandemic Fighting: The Case of COVID-19”(02/2021-02/2024)   

4. 特刊客座主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特刊“新发展阶段中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构与治理”

(11/2021-12/2023)  

5. 编委: Journal of Responsible Technology (04/2021- ) 

6. 顾问编委：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02/2023- ) 

7. 国际开放创新年会编委 (12/2017- ) 

8. 青年编委：《科学学研究》与《技术经济》 

9. 国家一级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10. 国家一级学会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11. 国家一级学会专委会委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

管理专委会 

12. 国家一级学会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民营企业数智化转型专业委员会 

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 

14. 美国管理学学会(AOM)会员 

15. 2015 年英国布莱顿 SPRU 中心国际可持续转型理论与创新政策年会分会场协调人 

16.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10/2006-10/2007) 

 

近几年重要研究类认可 

1. 2024 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 TOP 1% 

2. 清华大学 2018 年度十佳优秀博士后奖 

3. 第四届全球开放创新年会“最佳新兴学者研究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