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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中國經濟史、市場史、企業史、國際華商等 

學  歷 

1984 – 1993  

就讀於雲南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李埏，博士論文題為《論宋代東南

市場》。 

 

工作經歷 

現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長聘教授，2006 年起任博士生導師。清華

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曾應邀為著名學府訪問學

者或客座教授：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2003.02-08）高級訪問學者，國家留學基金資助 

 哈佛燕京學者（Harvard University，2005.08-2006.08），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資助 

 

 



 臺灣“中央研究院”（臺北 2007.07-08）中華發展基金學者（臺灣） 

 臺灣政治大學（臺北，2007.10-2008.01）客座教授 

 魯汶大學（歐盟 KU Leuven，2009.10-11）合作研究與訪問學者，KU Leuven 資助 

 加拿大 Ryerson University（2010.03）合作研究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2010.07-08）國家留學基金博士生導師專案 

 劍橋大學（2011.1-3）桑坦德學者，Santander Bank 資助 

受邀請與資助的海外學術交流還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2009.05）、杜倫大學、劍

橋大學（2007.03），丹麥哥本哈根大學（2004.08），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Santa 

Babara）與香港科技大學（2004.05），澳大利亞 RMIT、新西蘭奧克蘭大學（2002.11-12），

日本神戶大學、東京大學（2002.10），臺北“中研院”（2002.05，2004.08），香港大學

（2010.06），南洋理工大学（2018）等地。均為邀請方資助。 

 

學術成果 

學術論文 

1. 龍登高、王明、陳月圓，《傳統士紳與公共品供給機制》《經濟學報》2022 

2. 龍登高、秦依依，《國企源流及其理論啟示》，《河北學刊》，2022 年 

3. 龍登高、李玥晨，《人力資本跨國流動及其融資網路——基於特殊移民群體的歷史

考察與比較》《金融評論》2022 年 

4. 龍登高、王明、陳月圓，《明清中國的民間組織與基層秩序》，《民族研究》，2021 年 

5. 龍登高、丁春燕、馬芳，《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根源——基於傳統經濟變遷視角的

考察》，《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 

6. 龍登高，《中國傳統地權制度論綱》，《中國農史》，2020 年 

7. 龍登高，《中國史觀的 20 世紀偏誤及其探源——基於清代經濟史研究的考察》，《清

史研究》，2020 年 

8. 龍登高、王明、黃玉璽，《公共品供給的微觀主體及其比較——基於中國水運基建



的長時段考察》，《管理世界》，2020 年 

9. 龍登高，《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近代史研究》，2019 年 

10. 龍登高、王正華、伊巍，《傳統民間組織治理結構與法人產權制度——基於清代公

共建設與管理的研究》，《經濟研究》，2018 年 

11. 龍登高、龔寧、伊巍，《近代公益機構的融資模式創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債發行》，

《近代史研究》，2018 年 

12. 龍登高、李一葦，《海外華商投資中國 40 年：發展脈絡、作用與趨勢》，《華僑華人

歷史研究》，2018 年 

13. 龍登高，《土改前夕地權分配的檢驗與解釋》，《東南學術》，2018 年 

14. 龍登高、溫方方，《傳統地權交易形式辨析——以典為中心》，《浙江學刊》，2018 年 

15. 龍登高、王苗，《武訓的理財興學之道》，《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 年 

16. 龍登高、龔寧、伊巍，《近代公益機構的融資模式創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債發行》，

《近代史研究》，2018 年 

17. 龍登高、龔寧、孟德望，《近代公共事業的制度創新:利益相關方合作的公益法人模

式——基於海河工程局中外文檔案的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 

18. 龍登高、喬士容、林展，《解放初國有企業工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基於天航

檔案中天津與上海數據的比較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 

19. 龍登高《中美首府城市的歷史比較與制度分析》《思想戰線》，2017 年 

20. 龍登高、溫方方、邱永志《典田的性質與權益——基於清代與宋代的比較研究》《歷

史研究》2016 年 

21. Denggao Long, XiangChi(2021), “The Outline on the Institution of Land Transa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European and Chinese Histories of Economic Thought，2021 

22. Yi Wei, Denggao Long, et (2020)The Role of Engineer-in-Chief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Hydraulic Dredging Technology and River Conservancy into China. Frontier of 



History in China.2020.2 

23. Denggao Long, Yi Wei,et (2019)Civi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System，China Economist，2019.5. 

24. Denggao Long, et (2015)Re-generat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Network Abroad. 

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5.1 

25. C.Pang, D.Long,et (2015)To use or not to use Chinese language in Beijing's Silk Market.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 ation 2015.2 

近年以通訊作者發表論文包括 

1. 王明、龍登高，《官督商辦企業的興與衰：企業治理機制視角》，《中國經濟問題》，

2021 年 

2. 陳月圓、龍登高，《公共利益衝突中的產權交易與基層治理——清代獅山書院與山

林封禁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1 年 

3. 李一葦、龍登高，《近代上海道契土地產權屬性研究》，《歷史研究》，2021 年 

4. 丁春燕、龍登高，《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與基層治理》，《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

年 

5. 王苗、龍登高，《蘇聯專家與新中國水運事業的建設》，《河北學刊》，2021 年 

6. 王明、段巍、龍登高，《政策認知分歧、幹中學與層級政府治理》，《世界經濟》，2021

年 

7. 陳碧舟、龍登高，《從公茂機器造船廠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 “隱匿敵產”企業的

改造》，《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 年 

學術著作 

近年於兩岸三地與國外出版專著 10 餘部，包括： 

市場史 4 部：《宋代東南市場研究》（1994）、《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1997）、《江南市

場史》（2003）、《中國市場通史》第 1 卷（2020） 

土地史 3 部：《地權市場與資源配置》（2012）、《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2018）、

《地權制度與基層秩序》（龍登高主編《中國土地制度史》卷 1（2021） 



社會兼職 

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2019-），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專家諮詢委員（2004-， 2006-，

2009-，2015-），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2011-，2016-,2021-）、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

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目前擔任《量化歷史研究》輯刊、《新史學（量化歷史研究專輯）》、國際期刊《華

人研究國際學報》、《“一帶一路”華僑史話叢書》等合作主編；“社會經濟史譯叢” 主編，

“清華經濟史叢書” 主編，Global Migration and China 主編；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編委，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編委，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編委。 

 北京市培養新世紀社科人才百人工程成員（2000-）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兼職教授（2001-）、學術委員會委員會（2007-） 

 復旦大學 IETH 特聘研究員（2009-） 

 武漢大學經管學院特聘教授（2018） 

 

學術榮譽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首席專

家 

 

學術獎項 

1. 第十八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2.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3.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4. 國務院僑辦優秀成果一等獎 

5.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