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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转型；法与经济学

教育背景

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经济学博士（1994）

牛津大学（新学院）经济学硕士（1992）

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1984）

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1982）

工作经历

2014年 7 月至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997—2014年 6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

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

经济学家。2002年获评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

年入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 30 年，

经济 30人”；2011 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

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 年获得网易

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2006—201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1999—2006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5—1997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94—1995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1984—1990

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荣誉和奖励

两次入选“哈耶克奖”决赛名单(on finalist of Hayek Prize, 2015 and 2016)

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2013）

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

入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 30 年，经济 30人”（2008）

《信息、信任与法律》获得国家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获国家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0）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国家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1997）

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1985、1984）

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199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1992—1994）

牛津大学 Nuffield学院奖学金（1992—1994）

世界银行奖学金（199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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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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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Weiying,2020,Ideas for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USA: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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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Firm. Singapore: Springer.

Zhang,Weiying,2018,Game Theory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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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经济学原理》，理想国/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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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刘鹤主编，《中国地级市电子政务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张维迎编，《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法〕泰勒尔著，《产业组织理论》，张维迎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室，《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作者包括宋国青、张维迎

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中文学术论文

张维迎，“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管理视野》，2021 年 9 月-12 月刊。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管理视野》，2020 年-2021 年第 20-22 期。

张维迎、邓峰，“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中外法学》,2020

年第 6期，第 1405—1425 页。

段颀、张维迎、马捷，“比较优势、要素有偏向的异质性与自由贸易的企业选择效应”，《经济

学》(季刊)，2019 年第 2期，第 681—700 页。

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学术界》，2017 年第 2期，第 28—32 页。

张维迎，“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比较》杂志 2017 年第 2 辑，

第 218—239 页。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比较》杂志 2016 年第 6辑，第 174—192

页。

张维迎，“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0

期(01)，第 16—35 页。

侯成琪、龚六堂、张维迎，“核心通货膨胀：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

2期，第 4—18 页。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2期，第 8—11 页。

张维迎、艾佳慧，“上诉程序的信息机制——兼论上诉功能的实现”，《中国法学》，2011 年第

3期，第 91—106 页。

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企业信息化投资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期，第 81—93+206 页。

汪淼军、张维迎，“多任务下的协调和授权”，《经济学》（季刊），2006 年第 1期。

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姜烨，“中关村科技园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1995

－2003”，《经济学报》，2006 年第 2卷第 1期。

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信息技术、组织变革与生产绩效”，《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 期。



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沈懿，“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为例”，《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2 期。

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一个应用”，

《管理世界》，200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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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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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 3 月。

张维迎，“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 年第 6期。

张维迎、彭志坚，“股票价格为什么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 年。

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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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盛洪，“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 年第 2期。

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经济研究》，1998 年第

7期。

张维迎、栗树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2

期。

张维迎，“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2期。

张维迎，“中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金融研究》，1996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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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 年第 9期。

张维迎，“从资本结构看企业重组”，《国际经济评论》，1996 年第 7－8期。



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5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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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财政赤字”，《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7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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