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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个人简历

个人情况

姓 名：王振耀

职 称：教授（2010年评定），博导（2007年评定）

研究领域：公益与慈善，社会保障政策与实务，应急管理，社会救助

现任职务：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教育经历

1998.9-2002.7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999.7-2000.6 公共管理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1983.9-1986.7 法学硕士，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1978.3-1982.1 历史学学士，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工作经历

2010.06-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2008.09-2010.06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2001.06-2008.08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2000.07-2001.05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

1997.06 -1999.07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

1996.03 -1997.05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代司长。

1994.06-1996.02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

1993.01-1994.06 江苏省江都县，副县长。

1989.01-1992.12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

1986.07-1988.12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处长。

近期学术咨询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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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建设制度型社会福利体系咨询。

获奖情况/荣誉称号

2.2008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30年 30名社会人物之一。

1.200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学术成果

著作（专著、编著、主编、译著、教材）：

9.张秀兰、王振耀等编著：《2011 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出版。

8.靳尔刚、王振耀（主编）：《国外救灾救助法规汇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年。

7.王振耀（著）：《迈向法治型选举的历史逻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

6.王振耀（著）：《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北京：宗教出版社出版，2000

年。

5.王振耀、白钢、王仲田（著）：《中国村民自治前沿》，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年。

4.王振耀、白益华（主编）：《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年。

3.王振耀、白益华（著）：《街道工作与居民委员会建设》，北京：中国社会出版

社，1996年。

2.凯末尔•斯迪克(Kam-al Siddiqni)著、王振耀等（译）：《南亚地方政府比较研

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1.刘振伟、王振耀（主编）：《乡村组织体制改革》，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

年版。

期刊论文：

英文（其中 SSCI *篇，SCI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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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ang Zhenyao, The Historic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ing Prospective of Villagers’

Elec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2004.pp.48-55.

中文（其中 CSSCI 4篇）

27.王振耀：《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技术委员会》，《社会福利》，

2009年第 5期，第 7页。

26.王振耀：《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

2009年第 2期，第 11-12页。

25.王振耀：《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从极端贫困救助增量

入手的一种基本行动战略》，《社会福利》，2008年第 11期，第 16-17页。

24.王振耀、田小红：《未来五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渐进调整路线图构想——从极端

贫困救助增量入手的一种基本行动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 2

期，第 65-70页。

23.王振耀：《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选择论纲：在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 4期，第 66-69页。CSSCI

22.王振耀：《当前全国救灾救济工作的基本目标与任务》，《中国减灾》，2007

年第 1期，第 6-7页。

21.王振耀、田小红：《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06年第 5期，第 28-34页。

20.王振耀：《走向以农村为本的农村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

第 3期，第 28-35页。CSSCI

19.王振耀：《中国在减灾区域合作中的实践及对东北亚区域机构的期望》，《中国

减灾》，2005年第 2期，第 18-19页。

18.王振耀：《中国自然灾害与对策》，《中国减灾》，2004年第 6期，第 41-42

页。

17.王振耀：《渐进革命：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治建设模式选择》，《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2001年第 5期，第 63-67页。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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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振耀：《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民主化发展道路》，《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 2

期，第 56-62页。CSSCI

15.王振耀：《1998年水灾中国政府的应急反应和灾害救助》，《中国减灾》， 1999

年第 3期，第 16-20页。

14.王振耀：《村民自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实基础》，《瞭望》，1998年第

49期，第 15-16页。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重大进展》，《瞭望》，1997年第 28

期，第 23-25页。

12.王振耀：《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论纲》，《中国民政》，1997年第 2期，

第 6-8页。

11.王振耀：《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中国农村的基层直接选举》，《中国贫困地

区》，1996年第 1期，第 8-15页。

10.王振耀：《中国农村基层的直接选学》，《社会工作》，1995年第 2期，第 6-9

页。

9.王振耀、汤晋苏：《我国村民自治的回顾与展望》，《乡镇论坛》，1992年第 1

期，第 8-9页。

8.李学举、王振耀、汤晋苏：《农村乡镇政权的基本结构及其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关于辽宁省开原县农村基层政权状况的调查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

1991年第 4期，第 53-56页。

7.王振耀、包永辉、王满：《“村委会组织法”试行之后》，《瞭望》，1991年第

13期，第 16-17页。

6.王振耀：《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起点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社会主义研

究》，1991年第 1期，第 14-16页。

5.王振耀：《八十年代乡级政权建设进程简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1990年第 5期，第 3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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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振耀：《中国农村社区的自治基础(下)》，《乡镇论坛》，1989年第 10期，第

20-21页。

3.王振耀：《中国农村社区的自治基础(上)》，《乡镇论坛》， 1989年 Z2期，第

58-61页。

2.王振耀：《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分化态势与政策选择》，《政治学研究》，1987

年第 4期，第 29-33页。

1.王振耀：《对传统货币观中乌托邦倾向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 11

期，第 5-6页。

章节论文：

2.王振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历史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 2003年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王振耀：《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进展与理论依据》，陈明通、郑永年主编

《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月旦出版社，1998年。

报刊文章及其他：

5.王振耀：《通过行动主体多元化实现福利服务提供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 3月 23日，第 2版。

4.王振耀：《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要求》，中国

社会报，2006年 10月 23日，第 2版。

3.王振耀：《全面推进灾害救助体系建设》，中国社会报，2004年 5月 15日。

2.王振耀：《对中国社会捐助制度建设与创新的设想》，中国社会报，2003年 12月

10日。

1.王振耀：《公共政策要研究具体问题》，经济观察报，2003年 3月 31日，

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

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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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7.28-8.10，美国，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Anne Thurston的邀请，对美国

的 20余家世界一流智库和研究机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

2. 2010.7.17-23，奥地利维也纳，出席第十八届世界艾滋病大会。

1. 2010.4.13-14，美国，参加 4月 17-18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论坛

（HCR）：六十耳顺：新中国的成长与展望。

承担项目

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受艾滋影响儿童和脆弱儿童提供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关怀/

儿童保护体系与网络、无人照料的儿童/儿童保护体系与网络，2010年，219万

元。

4.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建设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研究，30万，2009年，王振耀，

第一。

3.科技支撑，亚洲巨灾综合风险评估示范系统开发，576万，2008年，王振耀，第

一。

2.财政部，国家自然灾害综合评估与风险制图，250万，2005年，王振耀，第一。

1.财政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数据库，180万，2005年，2005年，王振耀，第一。

教学情况

1．2012年秋季，”益发展战略”,3学分（与高华俊合开）

指导学生情况

硕士研究生 1人：

2008级硕士:马李(CFP)

博士研究生 5人：

2008级博士:宛恬伊

2009 级博士: 李学明、刘东华（CFP）

2011 级博士：陆波、王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