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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方意 

职称/职务：教授 

办公地点：崇德西楼 906 

E-mail: fangyi@ruc.edu.cn; nkkunta@163.com 

研究领域：国家金融安全；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个人简介 
方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杰出青年学者（A 岗），经济学博

士，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核心成员，曾任中央财经

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当代经济科学》青年编委。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北京市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论文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级“特优”、《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科学》期刊优秀论文等 50 余项奖励。在

国内外重要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

报》、《金融研究》、《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Energy Econom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Economic Modelling 等重要期刊录用或发表 90 余篇论文。论文

12 次获得《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22 年版）。近年来先后主持过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

博士后基金项目，以子课题负责人身份参与过 2 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 项教育部重大攻

关项目等。指导过多名学生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及挑战杯论文比赛获奖等。

10 余篇政策报告被国家高端智库录用上报至有关部门。 

 

教育背景 

  2008 年 9 月～2013 年 6 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硕士、博士） 

  2004 年 9 月～2008 年 6 月，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士） 

  

工作经历 
2022 年 11 月～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2020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教授（破格）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11 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 

2013 年 7 月～2017 年 10 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讲师 

 

讲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金融监管学》、《现

代经济金融研究方法》 

硕士生课程：《宏观经济专题》、《学术论文写作》、《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学专题》 

博士生课程：《学术论文写作》、《金融学前沿与文献选读》 

 

社会兼职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

刊）》、《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科学学报》、《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研究》、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Trade 、

Economic Modelling、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等期刊匿名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

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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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一）代表性中文论文 

32、《跨境借贷冲击下的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第 1 作者），《管理科学学报》录用。 

31、《中国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视角》(通讯作者)，《管

理科学学报》录用。 

30、《国际监管合作下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政策溢出效应研究》（第 1 作者），《财贸经济》

2023 年第 4 期。 

29、《“双支柱”框架下中国式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第 1 作者），《经济学（季刊）》

2022 年第 5 期。 

28、《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 3 作者），《金融研究》2022 年第 5 期。 

27、《外部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第 1 作者），《管理世界》2022 年第 5

期。 

26、《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通讯作者），《世界经

济》2022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2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 

25、《中国金融周期与横向关联：时空双维度相结合视角》（第 1 作者），《金融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24、《中国房地产市场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第 1 作者），《经济学（季刊）》

2021 年第 6 期。 

23、《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第 1 作者），《管理科学学报》2021 年第 11 期。 

22、《前瞻性与逆周期性系统性风险指标构建》（独立作者），《经济研究》2021 年第 9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统计与精算》2022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获得 2022 年度

PwC3535 论坛年度最佳论文提名奖） 

21、《重大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的生成机理研究》（第 1 作者），《财贸经济》（B）

2021 年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金融与保险》2021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20、《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研究》（第 1 作者），《世界经济》2021 年第 8

期。 

19、《中国金融体系放大了实体经济风险吗》（第 2 作者），《财贸经济》（B）2020 年第

10 期。（《南风窗》2020 年第 23 期转载） 

18、《非核心负债、尾部依赖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第 1 作者），《世界经济》2020

年第 4 期。 

17、《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第 1 作者），《金融

研究》2019 年第 12 期（《国际货币评论》2020 年第 1 期转载）。 

16、《系统性风险、抛售博弈与宏观审慎政策》（第 1 作者），《经济研究》2019 年第 9 期

（《国际货币评论》2019 年第 6 期转载）。 

15、《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第 1 作者），《财贸经济》（B）

2019 年第 6 期（国际金融学 2019 年最佳中文 TOP10）。 

14、《经济波动、银行风险承担与中国金融周期》（第 1 作者），《世界经济》2019 年第 2

期（首篇文章，获得首届“中国金融理论优秀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7 期、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19 年第 6 期，《国际货币评论》2019 年

第 5 期转载） 

13、《保经济增长下限与非线性财政政策:基于偶然约束模型的分析》（第 3 作者），《经

济学（季刊）》2020 年第 1 期。 

12、《中国金融部门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监测预警研究:基于下行和上行∆ CoES 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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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与优化》（第 3 作者），《金融研究》2019 年第 2 期（获得《金融研究》年度优

秀论文（2019 年），第十七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1、《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靶向性研究》（通讯作者），《财贸经济》（B）2018

年第 10 期。 

10、《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通讯作者），《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9、《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独立作者），《管理世

界》2016 年第 8 期。 

8、《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研究》（独立作者），《世界经济》2016 年第 8 期（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 2016 年 11 期全文转载，获得《世界经济年鉴》2017 年中文总榜 top10、全

球宏观经济学第 1 名）。 

7、《主板与中小板、创业板市场之间的非线性研究：“市场分割”抑或“危机传染”？》（独

立作者），《经济学（季刊）》2016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资料《投资与证券》2016 年

第 8 期全文转载）。 

6、《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冲击下的银行风险承担分析》（独立作者），《世界经济》，2015

年第 7 期。 

5、《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动态特征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甄别——基于 CCA 与 DAG 相

结合的分析》（第 2 作者），《金融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4、《清乾隆至宣统年间的经济周期——以开封、太原粮价数据为中心》（第 3 作者），《经

济学（季刊）》2016 年第 2 期。 

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问题》（第 1 

作者），《管理世界》，2012 年第 11 期。 

2、《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确立及其动态关系研究》（第 1 作者），《金融研究》2012

年第 7 期。 

1、《金融信贷是否中国房地产、股票价格泡沫和波动的原因》（第 2 作者），《金融研究》

2011 年第 12 期。 

 

（二）核心期刊论文 

45、《推进共同富裕与防范金融风险——基于均衡金融体系视角》，《学习与实践》2023

年第 2 期。 

44、《时间与空间双维度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效应》（第 1 作者），《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2023 年第 3 期。 

43、《中国特色宏观审慎政策与“脱虚向实”目标》（第 1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内部

文稿）》2023 年第 2 期。 

42、《空间维度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研究》（第 1 作者），《南开经研究》

2022 年第 9 期。 

41、《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银行“脱实向虚”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第 1 作者），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40、《影子银行、信托资金行业投向与系统性风险》（通讯作者），《国际金融研究》2022

年第 6 期。 

39、《全国社保基金的股票投资对我国股市波动风险影响研究》（第 1 作者），《当代经济

科学》2022 年第 4 期。 

38、《大型房企违约对金融部门的影响——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第 3 作者），《财会月

刊》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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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重大冲击下我国输入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第 1 作者），《经济科学》2022 年第 2

期（获得 2022 年度《经济科学》优秀论文）。 

36、《金融稳定与外部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以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价值比为例》

（第 1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4 期。 

35、《房地产信托冲击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讯作者），《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年第 12 期。 

34、《资本市场开放与跨境风险传染防控——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第 1 作者），《国

际金融研究》（B）2021 年第 9 期。 

33、《大科技公司的金融风险隐患和监管》（第 1 作者），《学习与实践》2021 年第 8 期。 

32、《中国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时空特征及机理分析》，《金融评论》2020 年第 12

期。 

3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促进中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吗？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

经验分析》（通讯作者），《国际金融研究》2021 年第 2 期。 

30、《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传染与中国金融风险防控》（第 1 作者），

《当代经济科学》2021 年第 2 期。 

29、《我国票据市场收益率溢出效应的跨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基于 LASSO-VAR

模型》（第 2 作者），《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1 期。 

28、《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度量与防控研究》（第 1 作者），《中央财经大

学学报》2020 年第 8 期。 

27、《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监测框架研究》（第 1 作者），《学习与实践》(CSSCI)2020 年

第 9 期。 

26、《基于瑞幸咖啡事件的中概股溢出效应分析》（第 1 作者），《财会月刊》2020 年第

10 期。 

25、《P2P 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联动机制：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证据》（第 1 作

者），《国际金融研究》（B）2020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20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24、《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内生风险视角》（第 1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2 期。 

23、《风险溢出、周期性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第 3 作者），《当代经济科学》

2019 年第 5 期。 

22、《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第 2 作者，通讯作

者），《国际金融研究》（B）2019 年第 3 期（国际金融学 2019 年最佳中文 TOP10）。 

21、《系统性风险预警与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第 2 作者），《宏观经济研究》2019 年

第 2 期（《国际货币评论》转载）。 

20、《金融市场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及渠道识别研究》（第 1 作者），《南开经

济研究》2018 年第 5 期。 

19、《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研究——基于中国信托公司逐笔业务的数据视角》（第 1

作者），《国际金融研究》（B）2019 年第 1 期。（获第六届中国投资学年会暨投资学

科建设研讨会“教师组”论文一等奖） 

18、《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三个压力测试》（独立作者），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 年第 2 期。（《新华文摘》2017 年 12 期论点摘编） 

17、《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第 1 作者），《国际金融研究》（封面

文章）2017 年第 11 期。 

16、《中国银行业风险形成机理及压力测试研究:基于行业信贷视角》（第 1 作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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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科学》（封面文章）2017 年第 4 期。 

15、《“金砖国家”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研究》（第 2 作者），《宏观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14、《中国碳市场一体化程度研究——基于中国试点省市样本数据的分析》（第 2 作者），

《财经研究》2017 年第 2 期。 

13、《系统性风险在银行间的传染路径研究——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第 1 作

者），《国际金融研究》（封面文章）2016 年第 6 期。 

12、《中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系统工程学报》，2016 年第 6 期。 

11、《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和退出效果研究——基于 VECM 和 DSGE 模型相结合的分

析》（第 2 作者），《当代经济科学》（封面文章）2016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2016

年 17 期篇目摘编）。 

10、《银行间市场价格波动及管理政策有效性研究》（第 1 作者），《投资研究》（封面文

章）2015 年第 4 期。 

9、《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间非线性关联效应研究：兼论资本市场成熟度》（第一作者），

《经济科学》2014 年第 3 期。 

8、《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动态关系研究——兼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和利率市场化次序问题》（第 3 作者），《南开经济研究》2013 年第 5 期。 

7、《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归属问题研究：兼论境内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有效性》（第 3 作

者），《经济科学》2013 年第 4 期。 

6、《人民币汇率对大小盘股指影响的异质性及成因研究——基于热钱流入视角》（第 2

作者），与谢晓闻、梁璐璐合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9 期。 

5、《汇率与我国股价变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股市周期和股市规模视角》（第 2

作者），《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 6 期。 

4、《中国在全球股市风险传染网络中的角色研究——基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的样

本分析》（第 3 作者），《财经论丛》2013 年第 5 期。 

3、《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测度——基于 DGC-GARCH 模型的研究》（第 1 作者），

《金融监管研究》2012 年第 11 期。 

2、《利率双轨制下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选择研究》（第 1 作者），《当代财经》2012

年第 7 期。 

1、《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与监管——基于边际风险贡献与杠杆率的研究》

（第 3 作者），《南开经济研究》2011 年第 4 期。 

 

（三）英文论文 

13、“Media Sentiment and Bank Systemic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第 1 作者）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Minor Revision）。 

12、“Geopolitical Risk and Cryptocurrency Market Volatility: A Perspective from Cross-

Market Spillover”（第 1 作者）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Trade （Minor Revision）。 

11、“Bank Fintech, Liquidity Creation,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China” （第 1 作

者）Economic Modelling （Minor Revision）。 

10、“Policy Uncertainty and Bank Systemic Risk: A Perspective of Risk Decomposition” 

（第 1 作者）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Minor Revision）。 

9、“Risk spillovers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crisis”（第 1

作者）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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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rice connectedness and input-output linkages: Evidence from China” （通讯作者）

Economic Modelling 2022 年 11 月。 

7、“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volatility risk of commodity markets” （第 1 作者）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 年 12 月。 

6、“Systemic risk of commodity markets: A dynamic factor copula approach” （第 3 作者）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 年 7 月。 

5、“Risk Spillover of Global Treasury Bond Market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第 1 作者）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Trade 2022 年第 15 期。 

4、“The risk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energy sector: Evidence from 

China”（第 4 作者），Energy Economics 2021 年 10 月。 

3、“Financial Spillovers and Spillbacks: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G7 Countries”（第 1

作者），Economic Modelling 2021 年 1 月份。 

2、“Does the risk on banks’ balance sheets predict banking crises? New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第 2 作者),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0

年 7 月。 

1、“Predicting US bank failures: A comparison of logit and data mining models”（第 2 作

者），Journal of Forecasting，2018 年 3 月。 

 

（四）论文集、专著及博士论文 

10、《系统性风险测度框架与防控：重大冲击视角》（方意），经济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9、《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第 1 作者），为《国家金融安全研究

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2021） 》的第 4 章，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22 年 11 月。 

8、《基于文本挖掘的<互联网金融概论>课程讨论的教学测评》（第 1 作者），为《跨越时

空的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大学教学模式改改研究与实践》的第 2 篇文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7、《中国金融机构安全分析》（第 1 作者），为《国家金融安全研究报告（2020）》的第

3 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年 10 月。 

6、《“一带一路”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评估与分析》（方意，毛昊翔），为《“一带一

路”金融风险研究》的第 3 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5、《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宏观审慎监管》，王道平、范小云和方意，经济管理

出版社，2017。 

4、《中国国际收支现状及基础货币投放》（独立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管实验项目精

选集》，2016。 

3、《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新进展》（独立作者），被收入《全球金融治理报告（2015-2016）》，

2016 年 7 月。 

2、《本科生“互联网金融”课程设计研究》（独立作者），被收入《中国金融教育论坛文集

（2014）》，2015 年 8 月。 

1、《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6 月（获得南开大学优

秀博士论文）。 

 

（五）报纸与其他媒体 

3、《金融科技有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第 1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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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观金融视角下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化解》（独立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8 月 21 日。 

1、《构建中国特色系统性风险监测体系》（独立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8 月。 

 

参编教材 

6、《互联网金融概论》，完成第 8 章（民间信用与互联网小额借贷）、第 10 章（互联网

金融风险与管理）、第 11 章（互联网金融监管），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

月。 

5、《金融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19 章（金融监管）（与郭田勇

教授共同完成）。 

4、《民间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主编），2021 年 2 月。(作为丛书之一获得第 10 届金

融图书金羊奖) 

3、《金融学前沿文献导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年，完成第 2 章(系统性风险

与宏观审慎监管)。(获得第 9 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2、《互联网金融》（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完成第 3 章（数字货币与虚

拟货币）（与汪洋教授共同完成）、第 5 章（互联网借贷）。 

1、《金融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9 章（金融监管）（与郭田勇

教授共同完成）。(获得第 7 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主持课题（部分） 

1、2022 年至 202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融文本大数据与银行业系统

性风险：指标构建、应用与评估整合》。 

2、2020 年至 2022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银行“脱实向虚”、系统性风险与宏观

审慎政策》。 

3、2020 年至 202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融周期视角下中国银行业系

统性风险防范与化解》。 

4、2015 年至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与金融

稳定》（结项为“特优”）。 

 

奖励情况（部分） 

（一）科学研究奖励 

1、2023 年 2 月，《重大冲击下我国输入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获得 2022 年度《经济科

学》优秀论文，第 1 作者。 

2、2022 年 9 月，《系统性风险、抛售博弈与宏观审慎政策》获得 2022 年度 PwC 3535

论坛年度最佳论文提名奖，第 1 作者。 

3、2021 年 1 月，国自科项目《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稳定》结项评级为“特优”，

主持人。 

4、2020 年 12 月，《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获得《国际金融

研究》2019 年优秀论文三等奖，通讯作者。 

（二）立德树人奖励 

1、2022 年 9 月，《基于文本挖掘方法的主观题作业测评系统构建研究》获得北京高校

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排序第 1。 

2、2022 年 6 月，《中国特色<金融学>课程建设与开放共享教学实践》获得 2021 年北京

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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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 4 月，获得 2022 年度中央财经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成员，中央财

经大学，排序第 2。 

4、2021 年 9 月，《一波三折是故事，转型发展求破局——锦州银行风险回溯与发展探

析》获得第七届全国金融硕士优秀教学案例，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颁发，排序第 1。 

5、2020 年 9 月，《租金贷变“套路贷”，鼎家如何“顶家”》获得第六届全国金融硕士优

秀教学案例，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排序第 1。 

6、2016 年 10 月 8 日，《泛亚交易模式及“日金宝”流动性挤兑危机案例》获得第二届

全国金融专硕优秀案例，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颁发，独立作者。 

 

学术交流 

2023 年 3 月   2023 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论坛暨江苏省生产力学会学术年会，江苏南京 

2021 年 12 月  中国金融论坛·第十二届《金融研究》论坛，陕西西安 

2020 年 12 月  第十一届中国教育论坛 

2020 年 11 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20 年国际金融论坛 

2020 年 11 月  第三届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发展” 高端学术研讨会（《中

国工业经济》编辑部） 

2020 年 10 月  第二届香樟金融学者论坛 

2020 年 9 月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本科高端讲座 

2020 年 8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2020 年 7 月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2020 年 6 月   第三届“金融学者”论坛 

2019 年 12 月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国际论坛   

2019 年 11 月  第三届“金融风险与监管”青年学者论坛 

2019 年 6 月   2019 国际宏观金融会议（《经济研究》举办） 

2019 年 6 月   金融开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第二届“金融风险与监管”青年学者论坛 

2019 年 5 月   香樟金融学年会 

2019 年 5 月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 

2019 年 4 月   第二届金融学者论坛 

2019 年 1 月   第十三期香樟经济学 Seminar（广州） 

2018 年 12 月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金融研究》举办） 

2018 年 11 月  2018 年岭南宏观经济论坛（《经济研究》举办） 

2018 年 10 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议 

2018 年 9 月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经济效应学术研讨会(2018) 暨“一带一路”金融风

险研究报告发布会（《经济研究》举办） 

2018 年 7 月  第一届“金融风险与监管”青年学者论坛 

2018 年 5 月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 40 周

年） 

2018 年 5 月  第五届香樟论坛年会 

2018 年 5 月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高端论坛（中国工业经济） 

2018 年 4 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2018 年 3 月  中国工业经济高端前沿论坛 

2017 年 12 月  首届中国计量经济学者论坛暨 2017 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博士生论坛（厦

门大学；《经济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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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中山大学；《管理世界》编辑部） 

2017 年 10 月  第三届大宏观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编辑部） 

2017 年 10 月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 年 6 月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7 年 6 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2017 年 5 月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