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数智转型升级 引领科技创新方向

塑造新质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数智转型与双碳战略”

高级研修班招生简章（2025 一 期 班）

力 赋能绿色低碳发展

当前全球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国内外环境也在超预期变

化，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发展既是党治国理政新实践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今时代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产业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

明显，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站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

对于企业与决策者来言，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变化？产业升级的

政策与方向如何把握？企业科技创新的方向与发展机遇如何寻

找？投资的趋势与机遇如何决策？是当前每个企业家、投资家与

管理者在未知与不确定的世界中必须面对并需要回答的问题，考

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

“数智转型与双碳战略”高级研修班依托党中央、国务院思

想库智囊团，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内知名专家、首席经济

学家为领衔师资，通过科学的课程设计与系统化授课，旨在为学

员建立前沿认知与战略思维，把握产业发展新趋势，从而做出合

理决策的能力，培养能够领先于时代发展的创新型经济与战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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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复合应用型高级人才。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成立的国

家级经济研究机构，由 1920 年代成立的两家研究机构几经变迁

发展而来，素有“天下第一所”美誉。自组建至今九十多年来，

经济所先后经历了社会调查部（所）、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时期。在国家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

展主流。现在经济所逐渐发展为以经济学综合性、基础性领域为

主要研究方向，聚焦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坚持学术研

究与智库研究并重的国家级综合性经济学专业研究机构。

经济所目前设有 15 个研究室、4 个院级研究中心（中国现

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上市公司研究中心、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公

共政策研究中心）和 2个所级研究中心（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

心、决策科学研究中心），管理 2 个智库 1 个全国性研究中心，

代管 5 个国家级学术社团，代管 1个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

金会）。经济所主办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

史研究》在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学术期刊中居重要地位。

经济所在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有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建设

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此耕耘不辍、著书立说、

学术报国，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 1人（陶孟和），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4 人（狄超白、许涤新、陶孟和、骆耕漠），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5 人（刘国光、张卓元、刘树成、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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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12 人（于祖尧、朱绍

文、吴承明、汪敬虞、赵人伟、骆耕漠、戴园晨、孙世铮、宓汝

成、经君健、聂宝璋、项启源）以及千家驹、陈翰笙、顾准、严

中平、李文治等学界泰斗。陶孟和、杨端六、蔡元培、杨铨、傅

斯年、巫宝三、狄超白、孙冶方、许涤新、刘国光、董辅礽、赵

人伟、何建章、张卓元、刘树成、吴太昌、裴长洪、高培勇、黄

群慧先后担任所长，现任所长为李雪松。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与可持续发

二、主要研究方向

双碳战略与绿色发展

数智升级与新质生产力

新能源与低碳经济

绿色经济与投融资

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

数智转型与管理创新

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

数字化管理与战略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能源转型与投资战略

展

三、课程设置（根据学科方向可适当调整）

课程模块 课程安排

基础课程

经济学原理(宏观、微观与计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战略管理

专业课程
双碳战略与绿色发展 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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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 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

平台经济及治理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概论

绿色低碳经济 数智化转型与战略管理

绿色金融与投融产业创新与投融资战略 资

企业战略与组织创新 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 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应用课程

“十五五”规划与发展战略 能源-产业双转型下的绿色经济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中国经验 智能产业革命与投资

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全球产业链

学术研究课

程

田野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方法 定量与定性研究分析

经济学论文写作与投稿

注：实际课程以教学培养方案适当调整

四、课程特色

1.前沿课程，学科融合——课程设计以全日制博士生课程方

案为基础，涵盖了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知识体系，注重交

叉融合，结合学术性、前沿性与实用性，侧重于方法技术，综合

提高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适应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2.国家智库，权威师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领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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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知名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邀请知名教授及学

部委员参与授课；同时根据情况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专家授课

做政策解读。

3.学术指导，创新研究——除课堂授课外，将在双向选择前

提下，安排导师对学员进行学术指导，为优秀学员提供参与课题

研究与学术活动的机会。

4.产学研结合，融合发展——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

通过院所、企业与政府平台等机构的互动，不定时组织开展前沿

领域学术论坛活动、互动交流活动、标杆企业参访等，全面提升

学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水平。

5.强资源对接，平台升级——为高级研修班学员直连北交所

等上市资本通道，参与科创平台；提供参与行业高端论坛、峰会、

沙龙活动；组织开展北交所基地及上市企业参访等，为学员提供

强资源对接。

五、部分师资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

博导

龚 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教

授、博导

宋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

博导

贺 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教授、博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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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张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杜 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邓曲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王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杨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张自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张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倪红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博导

付敏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研究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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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博导

李 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研究员、教

授、博导

吴延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刘学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教授

张小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研究员、教

授

熊昌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研究员、副

教授

张 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研究员、副

教授

杨耀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研究员、副

教授

张 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副教授

六、课程安排

学 制：两年，分为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两个阶段；

学习时间：每月集中一个周末授课两天，寒暑假不上课；

学习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2 号楼，经济研

究所

七、报名条件

1.拥有硕士学位或具备研究生同等学力，或获得中级或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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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职称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2.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金融或投资机构高级管理人员；

3.各级政府机关工作管理人员；

4.有志于投身绿色低碳和 ESG 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5.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社会人员。

八、报名程序

1.学员提交下列材料：

报名申请表、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学历学位复印件、小

2 寸免冠近照（电子版）；

2.审核学员报名申请资料，组织面试，择优录取；

3.集中面试后，经审核合格向录取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

4.学员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规定方式与时间交纳学费；

5.学员在开学时持交费凭证办理报名注册、领取相关资料，

正式入学。

十、证书颁发

学员修完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钢印、红印、统一编号）。

十一、学 费

学费人民币 148000 元/人，报名费 800 元。含学费、拓展团

建、开学（毕业）典礼、学术论坛、课间茶歇等活动经费等（交

通、食宿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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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交款账户

收 款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银行账号：0200 0492 0902 6402 142

（注：开学一个月后，退学不退费）

十三、联系方式

招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培训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2 号楼

联 系 人：张老师 李老师

联系电话：010-68050129，010-59080093、13126752208（同

微信）、17610722735（同微信）

邮 箱：trainingcenter@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