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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湖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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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人选（邢天才） 

 

 

2-11 金融实验教学“智盛奖”优秀教师（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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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蒋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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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北京高校青年英才（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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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 2021 年度联盟优秀工作个人（王辉） 

 

 

2-20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金融院校百名优秀教师”（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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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022 年度校级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李建军等，被推荐参评北京市优秀

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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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资源支持 

3-1 教学成果： 

3-1-1 2021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基于“五力”提升的跨校广义虚拟

教研平台 BVTP-BEST 模式实践》 

 



34 

 

3-1-2 2020 年第九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面向高阶能力培

养的国家级金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创新》（王小燕） 

 

 

3-1-3 2018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研究生类）一等奖《“顶天立地”导

向的经济学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实践》（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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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2018 年第八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一纵三横”：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路径创新与实践》（王小燕） 

 

 

3-1-5 2019 年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传承+创新、精品+共享：国际金融

学课程建设 30 年的建设研究与实践》（杨胜刚，郭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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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2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学生为中心“三架构”教学创新的经济类

基础课程实践——以《金融学》为例》（邢天才） 

 

 

3-1-7 2022 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 18 届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奖二等奖（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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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202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构建“专业导向+学科引领”新型金融人才培

养模式》（邢天才） 

 

 

3-1-9 2022 年辽宁省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德为纲，以能为基：金融研究生

立德树人培养体系建设与实践》（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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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2021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新文科背景下金融科技本科双培

计划“金字塔”型质量保障工程》（王辉） 

 



39 

 

3-1-11 2018 年第八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基于“互联网+”的

金融 ERP 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与应用》（王小燕） 

 

 

3-1-12 2018 年第八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供给侧改革视角下

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创新实践》（王小燕） 

 

 



40 

 

 

3-1-13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学生为本的弹性学分制管理十五年改革与实

践》二等奖（蒋先玲） 

 

3-1-14 2017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建设一流暑期国际学校打造立体化

国际教育平台的探索与实践》（蒋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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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2018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金融学专业特色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

（邢天才） 

 

3-1-16 2014 年第七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基于协同创新的广

东金融学院综合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与实践》（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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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本科层次卓越国际化会计及

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邢天才） 

 

3-1-18 2018 年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着力研究基础和国际视野

的金融本科人才“5×2”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许志） 

 

 



43 

 

3-1-19 2016 年地方（财经）高校金融教育联盟教学竞赛“多媒体课件”一等奖（王小

燕） 

 

3-1-20 2016 年地方（财经）高校金融教育联盟教学竞赛“课堂教学设计”二等奖（王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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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2015 年第二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四川省比赛二等奖（许志） 

 

 

3-2 教材建设 

3-2-1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带头人：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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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全国金融硕士核心课程系列教材《金融理论与政策》（李建军） 

 

3-2-3“双一流”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系列教材《金融教学案例精选》三册（李建军） 

 

 



46 

 

3-2-4“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统计分析实验教程》（李建军） 

 

3-2-5“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专项规划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

展论》（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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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金融》（杨胜刚） 

 

 

3-2-7“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证券投资学》（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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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市场基础》（邢天才） 

 

3-2-9“双一流”建设博士生专业前沿文献教材《金融工程前沿文献导读》（王辉） 

 

 



49 

 

3-2-10 第九届金融图书“金羊奖”获奖图书《金融学前沿文献导读》（中央财经大学） 

 

3-2-11 第十届金融图书“金羊奖”获奖图书《民间金融系列研究型教材（5 种）》（李

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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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北京高等学校优质本科教材课件《金融科技学》（李建军）《公司理财》（王汀

汀） 

李建军 

 

王汀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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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成果完成人出版教材列表 

序

号 
著作名称 主编 主编单位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备注 

1 
金融科技理论与

实践 
李建军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2021  

2 互联网金融 李建军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8  

3 金融统计学 李建军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8  

4 
金融统计分析实

验教程 
李建军 

中央财经

大学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1 

“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5 
金融学精编（第

四版）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国家开放大

学出版社 
2020  

6 
金融学（第三

版）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8 

“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北京高校

优质本科教材 

7 
金融学（精要

版）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6  

8 
金融学精编（第

三版）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

社 

2015 
“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9 
金融学（第二

版）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10 金融学 李健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0 

“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11 
金融工程前沿文

献导读 
王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2020  

12 《货币银行学》 蒋先玲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中国金融出

版社 
2010  

13 
国际金融（第 5

版） 

吴志明、

杨胜刚 
湖南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21  

14 
国际金融（第 4

版） 

杨胜刚、

姚小义 
湖南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5 

“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15 
国际金融学（第

2 版） 
杨胜刚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出

版社 
2014  

16 
外汇理论与交易

原理（第 2 版） 

杨胜刚、

姚小义 
湖南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3  

17 
证券投资理论与

实务 
邢天才 

东北财经

大学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  

18 

银行资金转移定

价原理、实验和

案例 

王小燕、

阮坚 

广东金融

学院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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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融企业经营沙

盘模拟实验教程 

王小燕、

阮坚 

广东金融

学院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8  

20 

《ERP 企业经

营沙盘模拟实

验》 

王小燕 
广东金融

学院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  

21 

《ERP 企业经

营电子沙盘模拟

实验》 

王小燕 
广东金融

学院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  

22 
金融时间序列分

析（第 3 版） 

王远林,

王辉,潘

家柱

（译） 

中央财经

大学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2  

23 
投资学（第 3

版） 

杜惠芬,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国家开放大

学出版社 
2021  

24 
公司理财（第三

版） 

杜惠芬,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2019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

教材（2020） 

25 
投资学（第 2

版） 

杜惠芬,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国家开发大

学出版社 
2017  

26 公司理财 
杜惠芬,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2017  

27 金融学概论 
龙菊,王

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3  

28 
投资学（电大教

材） 

杜惠芬,

王汀汀,

李磊宁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

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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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建设 

3-3-1 全国首门研究生慕课《金融理论与政策》（李建军） 

 

 

3-3-2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完成人主持 10 门） 

《国别金融对抗虚拟仿真实验——《金融统计分析》实训平台》（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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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概论》（李建军） 

 

 

《金融学》（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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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蒋先玲） 

 

 

《货币银行学》（蒋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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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杨胜刚） 

 

 

《金融工程概论》（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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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虚拟仿真实验》（王小燕） 

 
 

《公司金融》（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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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财》（王汀汀） 

 

 

3-3-3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完成单位其他教师主持 8 门） 

 

序号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要建设单位 

1 线上 市场营销学 中央财经大学 

2 线下 国际金融学（双语） 中央财经大学 

3 线上线下混合式 保险学概论  中央财经大学 

4 线下 金融风险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 线上 货币银行学 东北财经大学 

6 社会实践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实践 西南财经大学 

7 线上 货币金融学 西南财经大学 

8 线上线下混合式 国际金融学 广东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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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证券投资组合管理》（邢天才） 

 

 

3-3-5 研究生慕课上线学习强国（《金融理论与政策》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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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改革 

3-4-1 教育部 2019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金融科技数据科学实验平台》

（李建军） 

 

 

3-4-2 教育部 2022 年 6 月批次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科研写作师资培训项目》（邢

天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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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教育部 2021 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国金融学知识体系构建及教

研资源平台建设》（王辉） 

 

 

3-4-4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信息技术视角的经管法领域新

文科建设实践与探索》（蒋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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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中国金融类专业课程教材体

系与资源平台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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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北京市人才培养共建项目《基于虚拟仿真实验的卓越人才交叉培养项目》（中

央财经大学）（李建军主持） 

 

 

3-4-7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上市公司估值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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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互联网金融”课程在高校研究生教学中的尝试及效果分析《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文集》（李建军） 

 

 

3-4-9 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重大项目《深度融合智慧教育的金融类

课程跨校联合教学模式研究》（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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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中央财经大学“双一流”建设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实证金融》（王辉） 

 

 

3-4-11 中央财经大学精品实验课程项目（李建军、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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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典型实验项目《沪深 300 股指期货存在到期日效

应吗？——基于 MATLAB 的数值试验》（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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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培育基地 

4-1 国家金融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 

 

 

4-2 国家级经管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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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家级金融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金融学院） 

 

 

4-4 国家级金融学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广东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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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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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4-7 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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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中央财经大学） 

 

 

4-9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高校分园（中央财经大学） 

 



72 

 

4-10 北京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中央财经大学） 

 

 

4-11 省部级广东金融科技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广东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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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于“金融 ERP 平台”的应用型金融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广东金融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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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科建设 

5-1 应用经济学双一流学科（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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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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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首批北京市高精尖学科——金融安全工程（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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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体两翼一引擎”金融学科体系（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新时代“一体两翼一引擎”金融学科体系 

在新技术变革的时代，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立足金融学国家级

重点学科和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的基础，发挥货币理论、银行管理、

证券投资与国际金融等传统学科优势，突出新技术与金融融合后交叉

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工程系统建设。围绕中央“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底线”的要求，打造以控制金融创新风险与国别金融、科技与

军事对抗模拟为内核的“金融安全工程”新学科方向，形成了“以金融

学为主体，以金融工程和金融科技为两翼，以金融安全工程为引擎”

的新金融学科体系。借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国家一流专

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国家一流专业的优势，形成了以风险管

理、大数据金融、监管科技和智能金融为核心的四个金融科技专业特

色，应对新时代新技术对金融的挑战，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目

标，为北京金融科技创新、首都金融稳定、国家金融安全提供持续的

智力支持、决策支持和人才支持，推动北京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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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省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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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VTP-BEST 模式育人成果 

1.人才培养党建成果 

1-1 首批校级学生样板支部（中央财经大学） 

1-1-1 本科生第一党支部、博士生党支部

 

1-2 校级学生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财经大学） 

1-2-1 本科生第一党支部（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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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017 级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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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2019 级金融学硕党支部 

 

 

1-2-4 博士生第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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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级研究生先锋特色支部（中央财经大学） 

1-3-1 博士生党支部 

 

 

1-3-2 博士生第二党支部、2018 级学硕党支部、2019 级学硕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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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市红色 1+1 优秀奖（中央财经大学） 

 

1-5 校级首批“亮点纷呈.比学共建”特色党支部建设活动（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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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获奖（10 项，中央财经大学） 

党支部 所获奖项 时间 

2021 级金融学硕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一等奖 
2022 年 

2020 级金融学硕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二等奖 
2022 年 

2021 级金融专硕第二党支

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二等奖 
2022 年 

2021 级金融专硕第三党支

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二等奖 
2022 年 

博士生第二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三等奖 
2022 年 

2020 级金融专硕第一党支

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二等奖 
2021 年 

2019 级金融学硕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三等奖 
2021 年 

2020 级金融专硕第三党支

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三等奖 
2021 年 

2020 级金融学硕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三等奖 
2021 年 

博士生第二党支部 
校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微党课大赛

三等奖 
2021 年 

 

  



85 

 

1-7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人·济世路——乡村行”主题实践活动获奖（7 项，中央财经

大学） 

参与人 所获奖项 时间 

孙宁 一等奖 2022 年 

杨婧瑜、肖子威、周祎萱、王晓倩、李薇、周鑫、郭

沁文 
二等奖 2022 年 

王宇丝、罗善媛、程颖越、李嘉萱、朱政屹、姜兰

亭、刘望青、余家昇、聂施雨 
三等奖 2022 年 

乃非赛 一等奖 2021 年 

杨洋、张显、李文 二等奖 2021 年 

孙光宇、景薇、陈玉雯 三等奖 2021 年 

张兼源、杜一婷、赵志桦 优秀奖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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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建议获得批示（部分因保密未列示） 

2-1《美国〈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的进展、影响及应对建议》发表于《经济要参》

（包宏-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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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获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批示《发挥考核监督在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指挥棒作用》

发表于《农村发展要报》（谷浩然-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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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获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批示《产业兴旺是阻断规模性返贫的根本出路》发表于《农

村发展要报》（张欣琦-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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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获湖南省委副书记批示《决胜全面小康如何抓住农民增收这个牛鼻子？》发表

于《农村发展要报》（明雷-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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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批示《关于全球主权养老基金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报》

（黄麟-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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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资助（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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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与提名奖 

4-1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基于 LSM 方法的可转换债券定价与套利策略研

究》（指导教师：李建军） 

 

 

4-2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兜底式增持的实施动因和效应探析——基于

信邦制药的案例研究》（指导教师：李健） 

 



93 

 

4-3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风险收益研究 —

—以京东资产支持票据为例》（指导老师：李健） 

 

 

4-4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与提名奖（中央财经大学 2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兴业银行银银平台案例研究 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2 民营企业信用债违约与预警分

析——以“15 中安消”违约为例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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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与提名奖（湖南大学 3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武陵山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

究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2 株洲打造“动力谷”系统性融资

规划方案设计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3 去隐形担保背景下 A 城投公司

融资优化研究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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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与提名奖（东北财经大学 9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期货菜籽粕的程序化交易模型

设计 

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2 基于上证 50ETF 期权隐含波动

率曲面预测的套利策略研究 

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3 中国网通应收账款证券化——

“网通收益”研究 

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

奖 

4 PPP 项目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以山东省烟台招远市金都污水

处理厂三期新建 PPP 项目为例 

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

奖 

5 DCC-GARCH 模型在我国玉米

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策略中的应

用研究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6 基于 iVX 指数的上证 50ETF 均

线交易策略研究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7 基于波动率的可转债套利策略

研究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8 基于“波动率微笑”的期权交易

策略——以上证 50ETF 期权为

例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

奖 

9 “HXF 长者之家”养老地产公募

REITs 产品设计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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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与提名奖（广东金融学院 3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资管计划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

究——典型案例及实证分析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2 期限错配、流动性创造与银行

脆弱性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3 保险科技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

承担的影响研究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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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优秀奖与提名奖（西南财经大学 5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公募债券债权人权益保护问题

研究——基于保定天威集团债

券违约案例 

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2 互联网社交媒体与股价崩盘风

险——基于东方财富股吧数据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3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4 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

研究——以和信汽车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为例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5 格力电器并购珠海银隆案例分

析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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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 

5-1 罗生门下真假难“信”，存款入“海”再难追寻——渤海银行 28 亿存款质押事件

案例分析（指导教师：李建军） 

 

 

5-2 雷鸣中的罗生门——诺亚爆雷之殇（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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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浑水淘沙，蚌贝无缺——浑水公司做空贝壳案例分析（指导教师：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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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宜人金科的前世今生及其多元化战略转型（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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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概股回归，海外上市企业逆风翻盘？——奇虎 360 回归 A 股案例分析（指导

教师：王汀汀） 

 

5-6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中央财经大学 22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泛亚交易模式及“日金宝”流动性挤兑危机案

例 

第二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中诚信托诚至金开 1 号信托案例 第二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3 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折戟：路在何方——中

国民生银行并购美国联合银行的案例分析 

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4 债券违约风波——2016 年东北特钢系列债券

违约案例 

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5 “跨界王”到“违约王”——民营煤炭巨头永

泰能源债券违约案例分析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6 租赁风口下的百万公寓资产变现术——碧桂

园租赁住房 REITs 案例分析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7 仙股中弘难再红——“1 元退市”第一股没落之

路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8 CDR 是独角兽回归的“橄榄枝”吗？——小米

集团 CDR 推迟之谜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9 债转股化解国企债务危机：灵丹妙药还是饮鸩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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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渴？——云锡集团债转股的案例启示 教学案例 

10 “白玉”的瑜瑕之争——解密白玉兰广场百亿

CMBS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1 租金贷变“套路贷”，鼎家如何“顶家”？ —

—租金贷模式及鼎家暴雷案例分析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2 断崖式衰退，浪漫土耳其的脆弱——土耳其货

币危机的成因、影响及政策应对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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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4 股债双杀，黄金跳水，拿什么挽救脆弱的流动

性——美国流动性危机的起源与演进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5 “汇”逢其市，好梦难“源”——汇源果汁：

从现金流量危机到退市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6 散户崛起：抱团逼空华尔街——游戏驿站暴涨

暴跌案例分析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7 泡泡玛特是“泡泡”吗——泡泡玛特价值分析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8 滴滴高楼晃悠悠，物换星移半度秋——滴滴退

市的成因、影响及应对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9 折翼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第九次债务危

机的成因与影响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0 大象转身：一蹶不振还是华丽重生？——揭秘

工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之路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1 “三高症”引发“并发症”——土耳其“股汇

债三杀”案例分析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2 IP 推动难以为继，行业龙头股价腰斩——流媒

体之王 Netflix 的戏剧起伏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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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增长、现金流和风险——从价值驱动因素看比

亚迪的估值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疫情下养老金资产配置案例：以北京王先生家

庭为例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3 甘肃银行之觞：信用风险、股价崩盘风险与流

动性风险交织的危机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4 “永煤债务危机”：困境与出路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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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湖南大学 6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业务发展的模式选择

与变革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商业地产融资，REITs 正当其时——悦方 ID 

Mall 案例分析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3 招商银行贷款客户互联网舆情风险预警——

能读会写的人工智能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4 华夏幸福还会“幸福”吗：一家非传统房地产

企业的救赎之路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5 “托”起扶贫产业发展未来——第三次分配视

角下临洮县慈善信托的成功实践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6 东风易借，好景难长 ——拉夏贝尔还能再度

上演“A+H”神话吗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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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东北财经大学 10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交通银行信用卡资产证券化的首秀之旅 第二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中概股分众传媒强势回归，借壳上市创资本传

奇 

第二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3 中国银行徐州铜山支行一笔贷款的演变 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4 扬帆起航:中国建设银行首启市场化债转股 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5 “幸福房来宝”如何带来幸福？——我国首款

保险版“以房养老”产品的成长之路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6 权力的游戏——大连圣亚公司控制权之争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7 蜂向科技精准定位数字化供应链金融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8 10 亿债务如何压倒车企大国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9 妖“镍”肆起，青山历劫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0 独董“离职潮”的背后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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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广东金融学院 2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旧包商，新蒙商——监管当局接管问题银行始

末 

第六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因势而变：招商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发展之路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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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全国优秀金融硕士教学案例（西南财经大学 5 篇） 

序号 题目 所获奖项 

1 华尔街被散户抱团“割韭菜”？——游戏驿站

公司股票的多空博弈大战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2 永煤债违约“黑天鹅”——债券投资者保护与

信用风险防控 

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3 乘间抵隙，补敝起废：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的“镍盘”重生之路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4 他山之石，可以“估”玉：参考日本保险行业

变迁的平安保险再估值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5 巨灾面前谁来拯救保险行业？——巨灾债券

破冰启航 

第八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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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博士生优秀学位论文 

6-1 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我国存款保险定价及政策研究》 （指导教师：杨胜刚） 

 

 

6-2 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指导教师：

杨胜刚） 

 



124 

 

6-3 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共 8 项） 

论文题目 单位 年份 

地缘政治风险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基于全球 40 

个国家（地区）上市公司的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2021 

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影响的研究：IPO 业绩、

创新能力与估值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全球金融周期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经济效应 中央财经大学 2019 

我国银行业信贷配置效率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2017 

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金融资本--基于金融部门资本

收益率的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及其动态调整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7.研究生学术交流获奖与学术论文发表 

7-1 研究生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7-1-1 研究生发表论文列表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名 发表时间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

度内涵与实证分析 

李建军,彭俞

超,马思超 
经济研究 2020.4 

“一带一路”倡议、企业信贷融资

增进效应与异质性 

李建军,李俊

成 
世界经济 2020.2 

Can Bitcoin help money cross the 

border: International evidence 

包宏,李建军,

彭俞超,曲强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7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货币功能思

想与实践: 历程、 经验与国际比

较 

李建军,范志

昊,郭金录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2.6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金融

效率 

李建军,李明

洲,彭俞超 
金融评论 2022.4 

P2P lending in China: Rol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ara Hsu,李建

军,包宏 

Manchester 

School 
2020.4 

人口流动、信息传播效率与疫情

防控——基于新型冠状肺炎

(COVID-19)的证据 

李建军,何山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4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

“授人以渔”？ 

李建军,李俊

成 
金融研究 2020.1 

全球化真的损害了发达国家的经

济利益吗——来自全球化收益分

配及其决定因素的证据 

李建军,李俊

成 
经济学家 2019.7 

高管金融素养是否影响企业金融 李建军,周叔 中央财经大学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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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基于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的视角 

媛 学报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增进了沿线

国家基础设施绩效? 

李建军,李俊

成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8.7 

中小企业过桥贷款投融资的财务

效应——来自我国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的证据 

李建军,马思

超 
金融研究 2017.3 

基于替代性汇款体系的跨境热钱

规模与影响因素 
李建军,陈鑫 宏观经济研究 2016.9 

渐进式汇改背景下的中国商业银

行汇率风险研究 
蒋先玲、王婕 国际贸易问题 2017.8 

“一带一路”背景下“10+3”财金合

作机制的发展方向研究 
魏天磊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17.5 

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综

述 

蒋先玲、张庆

波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17.5 

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运行机制

研究 

蒋先玲、徐鹤

龙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16.8 

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

函数研究 

蒋先玲、朱立

人、刘微 
国际贸易问题 2015.9 

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风险

承担—基于我国农村银行的经验

证据 

明雷、秦晓

雨、杨胜刚 
金融研究 2022.3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 

戴鹏毅、杨胜

刚、袁礼 
世界经济 2021.8 

监管惩罚、监管宽容和存款保险

价格 
明雷、杨胜刚 管理科学学报 2019.8 

考虑多风险因素的我国巨灾债券

定价研究 

康晗彬、邢天

才 
保险研究 2013.8 

基于损失分布的巨灾再保险偿付

规模与定价研究 

康晗彬、邢天

才 
预 测 2014.11 

企业信用评级与资本结构决策 潘越、邢天才 投资研究 2015.1 

化与科技融合：内涵、机理、模

式及路径研究 
韩玉姝 科学管理研究 2015.5 

金融改革助力去产能 韩玉姝 光明日报 2017.5 

To Facilitate or Curb?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rocess: A Novel Approach 

邢天才、姜淇

川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7.10 

基于利润弹性指标的中国银行业

市场结构实证分析 

吉敏、邢天

才、王文钢 
产业经济评论 2018.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JMW201509013&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qVqpPwoSm7Wxyw734qg_fxPA7gsZsF-qhJisLW9QhNFgi46KovcZwxp54yp45aSX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JMW201509013&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qVqpPwoSm7Wxyw734qg_fxPA7gsZsF-qhJisLW9QhNFgi46KovcZwxp54yp45a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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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评价及其

发展 

陈柳卉、邢天

才 
甘肃社会科学 2018.4 

我国八家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波

动性分析 

陈柳卉、邢天

才 
重庆社会科学 2019.4 

基于价格发现和统计套期保值的

铜期货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宋波、邢天才 统计与决策 2020-07 

金融对冲与多元化经营对冲比

较：替代抑或互补——基于“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的研究 

张梓靖、贺铟

璇、邢天才 
宏观经济研究 2021.1 

金融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视角 
王欢、邢天才 经济与管理 2021.3 

Advanced modeling default risk for 

innovative SMEs Based on the 

LASSO method 

温春然、邢天

才 

Journal of 

nonlinear and 

convex analysis 

2021.10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 

张莹莹、邢天

才 
金融论坛 2022.6 

卖空机制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

型——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车德欣、谢志

锋、吴非 
兰州学刊 2022.4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

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

验证据 

唐松、李青、

吴非 

北京工商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2.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成本的影

响与机制研究 

车德欣,戴美

媛,吴非 
金融监管研究 2021.12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数字化

转型 

李华民,龙宏

杰,吴非 
金融论坛 2021.11 

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驱

动效应研究——异质性特征、微

观机理与政府激励解构 

吴非,申么,祝

佳,叶显. 
中国软科学 2021.8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李华民,邓云

峰,吴非 
财经科学 2021.2 

金融科技发展的银行业规模边界

收敛效应 

徐斯旸,皇方

慧,李为,邓云

峰 

金融理论与实

践 
2020.8 

如何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

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用识别、

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李华民,邓云

峰,吴非 

财经理论与实

践 
2020.4 

金融监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

监管角色构建——基于期限结构

异质性视角下的经验证据 

黄海涛,余志

君,杨贤宏 

金融经济学研

究 
2020.3 

新冠肺炎疫情下广东金融业结构

调整、转型机遇与政策路径 

吴非,王醒男,

申么 

金融经济学研

究 
2020.3 

何以驱动企业债务融资降成本—

—基于数字金融的效用识别、异

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阮坚,申么,范

忠宝 

金融经济学研

究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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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短贷长

投”——基于利率市场化视角下

的中国经验 

祝佳,孙念念,

吴非 
商业研究 2022.5 

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率促进

还是抑 

吴非,刘嘉文,

常曦 

广东财经大学

学报 
2020.6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数字

化转型 

任晓怡、苏雪

莎等 
中国软科学 2022.9 

ERP 沙盘经营模拟中市场及广告

策略研究 

周洁伟、王小

燕 
实验室技术 2014.6 

融合多元信任关系的新型推荐算

法 
陈艺瀚 控制工程 2022.8 

基于高效用关联规则挖掘的技术

创新合作团队发现 
杨智杰 科技管理研究 2022.7 

差分隐私在协同过滤算法中的应

用研究 
李启良 计算机科学 2017.5 

移动端学生公寓人脸识别门禁管

理系统 
陈韩浩 新型工业化 2021.2 

大学校园生活微信小程序的设计

和实现 
庄泽莎 软件 2020.7 

婚姻市场正向匹配如何影响代际

流动？ 
刘文翰 经济科学 2019.5 

代际收入流动与居民储蓄行为：

中国居民家庭高储蓄率的另一种

解释 

刘文翰 

现代财经（天

津财经大学学

报） 

2021.1 

赌场盈利效应、投资者风险承担

与价格波动——基于期货市场的

证据 

申觅 投资研究 2021.4 

我国上市公司隐含权益资本成本

的测度与评价 
林星岑 投资研究 2017.10 

Financial Self-Efficacy and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High Standards 

Tendency and Investment 

Satisfaction 

Hu, J., Quan, 

L., Wu, Y., 

Zhu, J., Deng, 

M., Tang, S., 

& Zhang, 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3 

Financial self-efficacy and 

disposition effect in invest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versatile 

cognitive style 

Tang, S., 

Huang, S, Zhu, 

J., Huang, R., 

Tang, Z., & 

Hu,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1 

银行间市场网络稳定性与系统性

金融风险最优应对策略: 政府控

股视角 

王辉,朱家雲,

陈旭 
经济研究 2021.11 

公募基金抛售外部性与流动性管

理:机理、后果及政策效果 
王辉,宁炜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2.8 

https://kns-cnki-net-443.webvpn.gduf.edu.cn/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5%90%af%e8%89%af&scode=000006662135&acode=000006662135


128 

 

How is the change in left-tail risk 

priced in China? 

孙开斯,王辉,

朱一峰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1.12 

金融能力、信贷约束缓解与家庭

消费 

阿丽娅,王汀

汀,韩复龄 
金融评论 2021.8 

数字经济时代的流量思维——基

于供应链资金占用和金融获利的

视角 

彭俞超,王南

萱,邓贵川,顾

雷雷 

管理世界 2022.7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

率 

苟琴,耿亚莹,

谭小芬 
世界经济 2022.4 

机构投资与金融稳定——基于 A

股 ETF 套利交易的视角 

姜富伟,宁炜,

薛浩 
管理世界 2022.4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尹力博,聂婧 管理科学学报 2021.10 

Engaging central banks in climate 

change? The mix of monetary and 

climate policy 

陈川祺,潘冬

阳,黄志

刚,Raimund 

Bleischwitz 

Energy 

Economics 
2021.8 

ＥＴＦ、股票流动性与流动性同

步性 

吴偎立,常峰

源 

经济学（季

刊） 
2021.3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similarity 
景薇,张学勇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1.3 

高风险低收益？基于机器学习的

动态 CAPM 模型解释 
姜富伟,马甜 管理科学学报 20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

本流出的影响 

谭小芬,左振

颖 
世界经济 2020.5 

承销商与重返 IPO 表现:基于信息

不对称的视角 

 

张学勇,陈然,

魏旭 
经济研究 2020.1 

资管新规 、影子银行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彭俞超,何山 世界经济 2020.1 

De-Politicization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秦秀婷,张学

勇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9.8 

Stock index prediction uncertainty 

analysis using multi-scale nonlinear 

ensemble paradigm of optimal 

feature extraction, two-stage deep 

learning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王聚杰,何俊

杰,封春晨,冯

柳,李杨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21.9 

The impact of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郑航行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8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郑航行,李夏 Energy Reports 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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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on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data 

Macroeconomic lockdown effects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in 

China: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SEM technique 

肖代友,粟金

霞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4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mmodity market volatility: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covery 

肖代友,粟金

霞, Bakhtawer 

Ayub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4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based 

multi-factor deep learning stock 

selection model and quantitative 

trading strategy 

王聚杰,庄珍

珍,冯柳 
Mathematics 2022.2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n 

the Generation of Stock Market 

Forecast Trend Images 

肖代友 
Scientific 

Programming 
2021.12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tructure o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Fixed 

Effects Panel Model 

王承奔,黄志

刚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1.11 

《基于 LSTM 混合模型的比特币

价格预测》 

张宁,方靖雯,

赵雨宣 
计算机科学 2021.11 

Deep nonlinear ensemble 

framework for stock index 

forecasting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王聚杰,冯柳,

李杨,何俊杰,

封春晨 

Cognitive 

Computation 
2021.11 

Confidence-Aware Embedding for 

Knowledge Graph Entity Typing 

赵宇,侯佳悦,

余宗建,张赟,

李庆 

Complexity 2021.4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of Stock 

Price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Blockchai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张巍,陶可心,

李俊峰,朱艳

春,李静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 & Mobile 

Computing 

2020.12 

基于 PCANet 的价值成长多因子

选股模型 

张宁,石鸿伟,

郑朗,单子豪,

吴浩翔 

计算机科学 2020.10 

Bank liquidity hoarding and 

corporate maturity mismatch: 

Evidence from China 

马思超,彭俞

超,吴琬婷,朱

菲菲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2.9 

Purifying political ecology: How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ffects 
吴锴,刘继明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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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Shadow banking and the cross-

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魏鑫,刘茜,张

学勇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Money 

2022.9 

空间维度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

险 生成机制研究 

方意,杨勇,宋

鷺 
南开经济研究 2022.9 

A Tale of Two U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Firm Leverage and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马思超,沈吉,

汪凡智,吴琬

婷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8 

大数据提升了多因子模型定价能

力吗?——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对

我国 A 股市场的探究 

姜富伟,薛浩,

周明 

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2022.8 

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发展的历程

和启示 

应展宇,周朝

晋 
科学社会主义 2022.8 

Policy and media forces that shape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ies 

Sara Hsu,范志

昊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22.8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驱动因

素:基于 2000-2021 年月度数据的

实证分析 

谭小芬,王欣

康,张碧琼 
国际贸易问题 2022.8 

谁驱动了环境规制下的企业风险

承担：“转型动力”还是“生存压

力”？ 

李俊成,王文

蔚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22.8 

公募基金抛售外部性与流动性管

理:机理、后果及政策效果 
王辉,宁炜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2.8 

High-Speed Rail Service and the 

Issuance of Municipal Corporate 

Bonds 

郑联盛,李俊

成,赵志桦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7 

Decoupling the double jeopardy of 

climate risk and fiscal risk: A 

perspective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陈波,储刘鑫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2022.7 

担保品管理、质押式回购与信用

债利差 

彭俞超,贺钟

慧,韩珣,黄志

刚 

宏观经济研究 2022.7 

Blessing in Disguis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ank Systemic 

Risk 

Lan 

Keyi,Sichao 

Ma,彭俞超,汪

凡智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7 

Voluntary CEO turnover, online 顾雷雷,李晓 Finance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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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宇,彭俞超,周

俊男 

Research Letters 

The Impact of Rollover Restriction 

on Stock Price Crash Risk 

王霄霄,刘海

明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2.6 

碳风险对金融市场影响研究进展 张学勇,刘茜 经济学动态 2022.6 

影子银行、信托资金行业投向与

系统性风险 

宋鹭,赵莹瑜,

方意 
国际金融研究 2022.6 

大规模资本流入与“去工业化” 
梅冬州,宋佳

馨 
国际金融研究 2022.6 

银行间市场结构与中小银行流动

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 
夏聪,祝博 金融评论 2022.6 

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

概况、政策挑战以及对数字人民

币的启示 

包宏 经济学家 2022.6 

Are conditional illiquidity risks 

priced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test 

苏治,吕彤彤,

尹力博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5 

Stock price prediction using multi-

scale nonlinear ensemble of deep 

learning and evolutionary weighte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王聚杰,庄珍

珍,高东明,李

杨,冯柳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2022.5 

Risk Spillover of Global Treasury 

Bond Market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方意,王晏如,

赵莹瑜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5 

重大冲击下我国输入性金融风险

测度研究 
方意,邵稚权 经济科学 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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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意,欧阳辉,

张碧琼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2.4 

新兴经济体货币错配：前沿进展

与综述 

谭小芬,贾思

源 
金融评论 2022.4 

媒体关联报道网络与股价的跨行

业同步性-基于深度注意力图嵌入

神经网络的研究 

李沛然,张学

勇,杨璐 
宏观经济研究 2022.3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chiev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diating Role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肖代友,粟金

霞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3 

The profitability effect: Insight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尹力博,杨之

辰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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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nalysis 

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分析框架：全

球视角与中国角色 

云璐,崔晓敏,

肖立晟,史建

平 

国际经济评论 2022.2 

Thirst for money: External 

guarantee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吴锴,金泽俊,

徐茂宾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2.2 

中国金融周期与横向关联：时空

双维度相结合视角 
方意,邵稚权 金融研究 2022.1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

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 

谭小芬,李兴

申,苟琴 
财贸经济 2022.1 

房地产信托冲击与中国影子银行

系统性风险 

荆中博,方意,

曾艳琪,韩业 

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2021.12 

“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

影响银行信贷获取——基于“言”

和“行”双维度的文本分析 

李哲,王文翰 金融研究 2021.12 

How is the change in left-tail risk 

priced in China? 

孙开斯,王辉,

朱一峰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1.12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

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王遥,王文蔚 金融研究 2021.12 

Evalua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Based on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The Case 

of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王静怡,孙开

斯,倪九派,谢

德体 

Land 2021.12 

金融政策与经济低碳转型——基

于增长视角的研究 

潘冬阳,陈川

祺,Michael 

Grubb 

金融研究 2021.12 

Will Green Finance Contribute to a 

Green Recovery? Evidence From 

Green Financial Pilot Zone in 

China 

胡珺,李俊成,

李湘钰,刘悦

悦,王文蔚,郑

联盛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1.11 

全球金融周期：驱动因素、传导

机制与政策应对 

谭小芬,虞梦

微 
国际经济评论 2021.11 

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谭小芬,虞梦

微 
金融研究 2021.11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股权融

资——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谭小芬,邵涵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1.11 

全球风险偏好、美国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基于

新兴经济体基金数据的证据 

谭小芬,曹倩

倩,赵茜 
南开经济研究 2021.10 

金融业开放与宏观经济去杠杆 
梅冬州,宋佳

馨 
中国工业经济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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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成本和

企业创新 

郭田勇,孙光

宇 
国际金融研究 2021.10 

中国 A 股盈利异象之谜——基于

错误定价的视角 

尹力博,杨之

辰,韩复龄 
管理科学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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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意,邵稚权,

黄昌利 
国际金融研究 2021.9 

Industry-level media tone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黄涛,张学勇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1.9 

Intermediary asset pricing in 

currency carry trade returns 
尹力博,聂婧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2021.8 

企业环境责任表现与政府补贴获

取-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李哲,王文翰,

王遥 
财经研究 2021.8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

响机理与异质性研究 
刘孟飞,王琦 

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 
2021.8 

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宏观

审慎监管跨境溢出效应的影响 

谭小芬,李兴

申 
国际金融研究 2021.8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

新进展 

郭强,张明,宋

佳馨 
金融评论 2021.8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Shock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Structure—A DSGE Model 

Approach 

Dongqing Sun,

汪凡智,Nanxu 

Chen,Jing 

Chen 

Sustainability 2021.8 

杠杆率变动、固定资产投资与研

发活动——兼论金融赋能高质量

发展 

马思超,沈吉,

彭俞超 
金融研究 2022.5 

How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influence on Gold Price 

Management 

阿丽娅,Qian 

Qin,Hafiz 

Waqas 

Kamran,Anusa

ra 

Sawangchai,W

orakamol 

Wisetsri,Mohsi

n Raza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21.7 

Media Coverage of Industry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黄涛,张学勇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21.7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

—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

研究 

张碧琼,吴琬

婷 
金融评论 2021.6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inancing on 

孟祥源,李雪,

肖文艳,李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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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the firm-level evidence Emerging 

Markets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

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模型的分析 

董兵兵,徐慧

伦,谭小芬 
金融研究 2021.4 

Unemployment, trade openness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冯建花,王忏,

吴立元,张定

胜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1.4 

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

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 

史建平,张绚,

黄超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1.4 

民营资本持股、非标债权业务与

城商行稳健经营 

许坤,吴蒙,刘

扬 
国际金融研究 2021.4 

Understanding cryptocurrency 

volatility: The role of oil market 

shocks 

尹力博,聂婧,

韩立岩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1.3 

Intermediary capital risk and 

commodity futures volatility. 

尹力博,聂婧,

韩立岩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2021.3 

行业特征、实体经济与金融业风

险溢出 

黄昌利,尚友

芳,刘向丽 
宏观经济研究 2021.3 

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了商业银行盈

利性吗？ 

王祺,马思超,

彭俞超 
国际金融研究 2021.3 

Default clustering of the 

nonfinancial sector and systemic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Xiaoting 

Wang,侯思

远,Jie Shen 

Economic 

Modelling 
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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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意,贾妍妍 当代经济科学 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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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中博,王羚

睿,方意 
国际金融研究 2021.2 

Big is brillian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size effect through 

profitability shocks 

尹力博,廖辉

毅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1.2 

Adjusted dividend-price ratios and 

stock return predict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尹力博,聂婧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1.1 

Oil Market Uncertainty and Excess 

Returns on Currency Carry Trade 

苏治,莫璇,尹

力博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1.1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体系探析——

基于政府与银行公会的视角 
兰日旭,李昆 财经研究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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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无技能劳动力工资扭曲、

利率扭曲与效率损失 
黄晶,王琦 统计研究 2021.1 

异质投资者角力能够预测未来股

价吗？——中国 A 股市场“高开

低走”异象研究 

尹力博,马枭 
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2020.12 

中国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时

空特征及机理分析 

方意,宋佳馨,

谭小芬 
金融评论 2020.12 

上游产能能够缓解供给 冲击的

影响吗？  ——金融危机视角的

实证分析 

王雅琦,邱亦

霖,张勋 
南开经济研究 2020.11 

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

溢出效应：资本流动视角 
谭小芬,邵涵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20.11 

基于金融部门异质性的宏观审慎

政策有效性研究 

张礼卿,张宇

阳,欧阳远芬 
国际金融研究 2020.11 

Evalua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ntensive Use of Urban Land 

Based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Measurement—A Case Study of 3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Chongqing, China 

王静怡,孙开

斯,倪九派,谢

德体 

Sustainability 2020.10 

中国金融体系放大了实体经济风

险吗 

贾妍妍,方意,

荆中博 
财贸经济 2020.10 

Intermediary Asset Pricing in 

Commodity Futures Returns 

尹力博,聂婧,

韩立岩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2020.1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及

跨国传导：文献综述 

张礼卿,蔡思

颖 
金融评论 2020.9 

Does confidence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郭豫媚,何山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0.9 

家庭债务与消费波动:一个基于理

论模型的探讨 
迟香婷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8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中国金融市场

风险度量与防控研究 

方意,于渤,王

炜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8 

Mapping of diseases from clinical 

medicine research—a visualization 

study 

董依廷,郑朗 Scientometrics 2020.8 

Downside Risk in the Oil Market: 

Does it Affect Stock Returns in 

China? 

苏治,莫璇,尹

力博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0.8 

中国 A 股市场减速动量效应研究 
尹力博,马丹

蓉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8 

双重竞争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绩

效变化研究 

应展宇,张夏

晗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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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竞争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风

险承担行为研究 

应展宇,张夏

晗 
当代经济科学 2020.7 

中国金融业开放新趋势及政策选

择 

尹开拓,解紫

彤,谭小芬 
国际贸易 2020.7 

Media attention to location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唐国梅,张学

勇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20.7 

Insider, outsider and information 

heterogeneity 

周德清,王文

洁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0.7 

Executiv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田光宁,周叔

媛,Sara 

Hsu(国导)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0.5 

P2P 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

出机制：中国股市 2015 年异常

波动期间的证据 

方意,王晏如,

荆中博 
国际金融研究 2020.4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

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谭小芬,徐慧

伦,董兵兵 
国际经济评论 2020.3 

全球金融周期、美国货币政策和

“三元悖论” 
张礼卿,钟茜 金融研究 2020.2 

Firms' profit instability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Evidence from China 

韦亚,尹力博,

韩立岩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0.2 

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内

生风险视角 

方意,王羚睿,

王炜,王晏如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20.2 

全球流动性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的影响 

谭小芬,熊玲

誉,宋佳馨 
中国软科学 2020.1 

Aggregate profit instability and 

time variations in momentum 

returns: Evidence from China 

韦亚,尹力博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0.1 

Diss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rm Financial Strength in 

Predicting Chinese Stock Market 

姜富伟,靳馥

境,唐国豪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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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意,王晏如,

黄丽灵,和文

佳 

金融研究 2019.12 

国际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

结构性影响——基于银行复合异

质性视角 

张碧琼,吴美

萱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19.12 

卖空制度、公司管理层行为与股

价信息效率——基于微观传导机

制的研究 

王碧澄,韩豫

峰(国导),韩复

龄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19.12 

银行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 何山,彭俞超 国际金融研究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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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quality increase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China 

尹力博,廖辉

毅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9.12 

投资者理性特征对动量效应的影

响——基于中国 A 股市场的证据 

李富军,姜富

伟,杨桦 
宏观经济研究 2019.11 

加强金融监管能否促进企业“脱

虚向实”?——来自 2006—2015 年

上市公司的证据 

马思超,彭俞

超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 
2019.11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理论

依据、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张礼卿,吴桐 改革 2019.11 

Bank Run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王忏,易刚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9.11 

中国 A 股市场存在品质溢价吗 
尹力博,廖辉

毅 
金融研究 2019.10 

Chinese Stock Returns and the 

Role of News-Based Uncertainty 

苏治,卢曼,尹

力博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10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全球金融治

理 

谭小芬,李兴

申 
国际经济评论 2019.9 

同业变迁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定性

的影响 

高蓓,朱安琪,

谭小芬 
南开经济研究 2019.9 

pre-IPO growth,venture capital, and 

the long-run performance of IPOs 

阙江静,张学

勇 

Economic 

Modelling 
2019.9 

风险溢出、周期性与中国房地产

市场系统性风险 
王乐仪 当代经济科学 2019.9 

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基于

42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阿布都瓦

力·艾百,马思

超 

宏观经济研究 2019.8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演变历程、

潜在风险及管理建议 

谭小芬,梁雅

慧 
国际贸易 2019.8 

中国股市异象的时变特征及影响

因素研究 

尹力博,韦亚,

韩复龄 
中国管理科学 2019.8 

Can the skewness of oil returns 

affect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China’s A-Share markets 

莫璇,苏治,尹

力博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9.8 

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资本流动: 

文献综述 

谭小芬,李兴

申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19.7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

溢出效应研究 

方意,和文佳,

荆中博 
财贸经济 2019.6 

人民币国际化与外汇市场压力动

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郭田勇,兰盈 金融评论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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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房价波动与居民部

门债务潜在风险 

李俊峰,高曼

丽 
宏观经济研究 2019.5 

美联储前瞻性指引的宏观经济效

果——基于 DSGE 模型的研究 

耿亚莹,徐慧

伦,谭小芬 
国际金融研究 2019.5 

How Do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Promoting Growth or 

Improving Distribution 

田光宁,李俊

成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5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通

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 
谭小芬,邵涵 金融评论 2019.4 

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化与大宗商

品价格协同性 
宋佳馨 金融评论 2019.4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影响研究 

和文佳,方意,

荆中博 
国际金融研究 2019.3 

The Dynamic Extreme Co-

Movement between Chinese Stock 

Market and Global Stock Markets 

黄乃静,黄志

刚,王伟佳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1 

The rol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venture capital i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阙江静,张学

勇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8.9 

美国“双赤字困境”探析——基于

美国 50 年来双赤字发展情景分

析 

边卫红,蔡思

颖 
国际贸易 2018.9 

金融业相对盈利性与经济增长—

—来自 121 个国家的国际经验 

彭俞超,彭丹

丹 
国际金融研究 2018.8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

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 

谭小芬,张凯,

耿亚莹 
财贸经济 2018.3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与人民币国际

化 

谭小芬,徐慧

伦,耿亚莹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8.3 

资本账户开放是否降低了 AH 股

的溢价?——基于沪港通开通前

后 AH 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谭小芬,刘汉

翔,曹倩倩 
中国软科学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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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代表性论文首页 

7-1-2-1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经济研

究》（指导教师：李建军） 

 
 

7-1-2-2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营风险》-《经济研究》（指导教师：

李建军） 

 

 

7-1-2-3 《银行间市场网络稳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最优应对策略：政府

控股视角》-《经济研究》（指导教师：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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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4 《“一带一路”倡议、企业信贷融资增进效应与异质性》-《世界经

济》（指导教师：李建军） 

 

 

7-1-2-5 《政策不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创新》-《世界经

济》（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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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世界经济》（指导教师：

杨胜刚） 

 

 

7-1-2-7 《银行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财务增进效应的

微观证据》-《经济学（季刊）》（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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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8 《监管惩罚、监管宽容和存款保险价格》-《管理科学学报》（指导

教师：杨胜刚） 

 

 

 

7-2 研究生学术交流情况 

7-2-1 研究生学术交流情况列表 

会议名称 参会人 

2021 中国社会学年会 阿丽娅 

第三届中国家庭金融论坛 阿丽娅 

2021 中国金融科技学术年会 包宏 

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毕燕璐 

“全面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讨会 曹倩倩 

第十届国际投资论坛 曹倩倩 

2021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年会 曹倩倩 

第六届国际经济学前沿论坛 曹倩倩 

第十届 CTRG（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年会 曹倩倩 

第二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曹倩倩 

第十二届中国金融论坛 陈姿羽 

第三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丁慧 

第五届中国计量经济学者论坛 丁慧 

2021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丁慧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2021） 丁慧 

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政策: 

百年沿革与发展” 学术创新论坛 
范志昊 

2020 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学术论坛 冯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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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 胡晨 

2022“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 胡诣聪 

第十三届（2021）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 黄涛 

第十六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黄涛 

香樟经济学（福建）“云 Seminar” 黄杏 

第十七届 中国金融学年会 景薇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20 年年会 冷晓晨 

The First China Derivatives Markets Conference 李博涵 

杜焕成、张欣然|金融学院双周论坛 327-328 期 李佳凤 

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变革 李佳凤 

大规模社交网络数据的典型特征与相关性应用 李佳凤 

Meet Markets: Investor Meetings and Expected Returns 李佳凤 

开发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机构——曹莉 李佳凤 

2021 年第三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李梦如 

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李梦如 

第二届金融学术博士峰会 李明洲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 2020 李明洲 

第六届财信全国金融学博士论坛 李明洲 

第七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 李明洲 

中国金融论坛·第十二届《金融研究》论坛 李明琢 

第七届“中国财政学论坛” 李明琢 

第三届金融风险与监管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 李沁傲 

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小型研讨会 李兴申 

第五届中国立信金融论坛 李兴申 

第 2 期香樟经济学 Seminar（天津） 李兴申 

第三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前沿”学术研讨会 李兴申 

第七届香樟经济学年会（2021） 李兴申 

2020 年第二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李兴申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2020） 李兴申 

第三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 李兴申 

第二届开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论坛 李兴申 

第四届中国立信金融论坛会议 李兴申 

2020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 李兴申 

“开放型经济建设与金融风险防控”专题研讨会 李兴申 

第三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李兴申 

2020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 CFRI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李兴申 

2019 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国际会议 李兴申 

第三届中国立信金融论坛 李兴申 

第二届香樟宏观经济论坛 李子若 

第十届中国投资学年会暨投资学科建设研讨会议 李子若 

第 19 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李子若 

金融学院第八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李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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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格局演变与风险防范研讨会 李子若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2022 年年会 李子若 

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 李子若 

第八届香樟经济学年会 李子若 

the Finance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廖辉毅 

第六届中国金融科技学年会 林奕皓 

第 5 届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管理学术会议（FIRM2022） 林奕皓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林奕皓 

厦门大学计量经济和大数据研讨会 林奕皓 

第二十届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 刘继明 

新时代、新商科会计审计暨第二届海峡两岸会计审计学术论

坛  
刘继明 

首届“财经中国”学术峰会青年论坛 刘继明 

第三届中国金融科技学年会 刘文婕 

2017 第九届 CSBF 两岸金融研讨会暨第十三届 IEFA 经济

金融会计研讨会 
马思超 

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研讨会（2017） 马思超 

第九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马思超 

Sustainable Growth and Diversification 孟祥源 

第 31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澳大利亚 孟祥源 

The 2019 Cross Country Perspective in Finance Symposium 聂婧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Finance 聂婧 

第十六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聂婧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rivatives and Capital 

Markets 
聂婧 

金融科技学术年会 宁炜 

南京大学中国经济学前沿专题系列研讨会 宁炜 

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宁炜 

第十三届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 宁炜 

第十八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 宁炜 

第三届香樟金融学论坛 宁炜 

第十一届商务智能与金融工程国际会议 宁炜 

第十九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齐雯 

Building Back a Better Financial Safety Net 齐雯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金融论坛 邵涵 

第三届 中国立信金融论坛 邵涵 

2019 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邵涵 

浙江财经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创新论坛  邵稚权 

江苏省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政策：百年

沿革与发展”学术创新论坛 
邵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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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稚权 

第二届香樟金融学论坛 邵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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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宋佳馨 

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 孙光宇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 孙光宇 

数字经济全国博士生跨学科学术论坛 孙光宇 

第三届北京大学经济科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孙光宇 

第二届全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博士后论坛 孙光宇 

2021 年首届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学术年会 孙开斯 

第十一届商务智能与金融工程国际会议暨第二届金融科技国

际会议 
孙开斯 

第十九届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 孙开斯 

2020/2021 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 孙开斯 

202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CEMED2022) 
孙宁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Innovation,FinTech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FFIT 2022) 
孙宁 

2022 年中国经济学思想与理论研讨会 孙宁 

龙马金融论坛·“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 孙宁 

2021 江苏省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政策：

百年沿革与发展”学术创新论坛 
孙宁 

2021 年第 2 期香樟经济学 Seminar（天津） 孙宁 

2021 年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孙宁 

第十七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唐国梅 

第一届经济心理学大会 唐国梅 

国际金融风险会议 唐琦蕊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田兆丰 

第 3 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汪凡智 

第 18 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汪凡智 

银行与金融中介论坛 汪凡智 

绿色金融研讨会 汪凡智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年会（2021） 汪凡智 

中国金融学者论坛（第四届） 汪凡智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1 秋暨“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管理”研

讨会 
王承奔 

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政

策：百年沿革与发展”学术创新论坛 
王承奔 

首届金融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暨 2015 中国金融学博士生

毕业意向交流会议程 
王承奔 

第三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华发展经济学

年会 
王承奔 

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 暨中国城市生活质

量指数发布会 
王承奔 

第三届中国创新经济论坛 王承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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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金融学博士生术论坛暨 2017 中国金融学博士生

毕业意向交流会 
王承奔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IoT, Big Data 

and Supply Chain 
王瀚晨 

龙马金融论坛“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 王丽梅 

第三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 王羚睿 

2022 年全球政经格局演变与风险防范研讨会暨《国际金融研

究》论文宣讲会 
王南萱 

2022 年中国金融科技学术年会 王南萱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2022 年会 王南萱 

珞珈经管前沿方法训练营暨研究生学术论坛第四期  ——

“数字经济全国博士生跨学科学术论坛” 
王南萱 

全国财经类 院校大学生首届“财经中国”学术峰会青年论坛 王南萱 

第三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王南萱 

2022 China Internationnal Risk Forum(CIRF) 王琦 

数字创新与中小企业融资国际学术会议 王琦 

2022 中 国 金 融 科 技 学 术 年 会 (2022 China Fintech 

Research Conference, CFTRC2022) 
王琦 

2022 年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长春） 王琦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王琦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国际金融论坛 王棠悠 

绿色金融学术研讨会 王文翰 

空间政治经济学：财政金融的视角 王文蔚 

第六届金融科技国际会议 王文蔚 

第八届（2020）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国际研讨会——气

候投融资助力高质量发展 
王文蔚 

第三届应用经济学高端前沿论坛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用

经济学的使命与任务”研讨会 
王文蔚 

第二届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者论坛 王文蔚 

中国立信金融论坛 王文蔚 

2022 年中国金融科技学术年会(南开大学) 王欣康 

2021 第二届全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博士后论坛 王欣康 

2021 第三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王欣康 

“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前沿论坛 王欣康 

2022 年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王欣康 

2022 年厦门大学计量经济和大数据研讨会 王欣康 

第三届现代财税金融与全球治理高峰论坛 王欣康 

第四届厦门大学金融工程与量化金融学术会议 王欣康 

第四届香樟金融学论坛 王欣康 

第一届南京大学中国经济学前沿专题系列研讨会 王欣康 

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王晏如 

202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isk Conference 王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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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王晏如 

第五届中国金融学者论坛 王晏如 

2022 年数字创新和企业融资国际学术会议 王晏如 

2022 中国金融科技学术年会 王晏如 

2022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Research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ssues in China 
王晏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王晏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王晏如 

首届银行与金融中介论坛 王晏如 

“绿色金融学术研讨会” 王晏如 

第十三届（2021）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 王晏如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金融论坛 王晏如 

NCER- CCER 第一届中国经济研讨会 王瑶 

全球政经格局演变与金融风险防范研讨会暨《国际金融研

究》论文宣讲会 
王瑶 

2022 年“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前沿论坛 王瑶 

银行扩张与数字银行：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在空间均衡模型中

的动态演化 
王媛媛 

动物精神：参照点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造假 王媛媛 

Did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 stocks rebound more qiuckly after 

the market-wide circuit breakers? 
王媛媛 

Ripples into waves:trade networks,economic activity,and asset 

prices 
王媛媛 

大规模社交网络数据的典型特征与相关应用 王媛媛 

中国经济学思想与理论研讨会（2022） 吴琬婷 

2021 年第三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会议通知 吴琬婷 

第 16 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 吴琬婷 

第四届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2020） 吴琬婷 

首届城市与发展经济学前沿论坛 吴琬婷 

CFA 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交流会 FAJ 志愿者会议 肖雪铭 

2019 年第一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徐慧伦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9 年国际金融论坛 徐慧伦 

全球政经格局演变与风险防范研讨会暨《国际金融研究》论

文宣讲会 
杨勇 

第十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于渤 

第十届中国区域金融年会 于渤 

龙马金融论坛·第四届“金融风险与监管学术研讨会” 于渤 

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虞梦微 

第三届中国微观经济理论论坛 虞梦微 

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虞梦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小型研讨会 虞梦微 

开放型经济建设与金融风险防控专题研讨会 虞梦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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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论坛·第十一届《金融研究》论坛 虞梦微 

Reform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虞梦微 

第四届“香樟金融学论坛” 袁琰 

2022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CIRF） 袁琰 

2022 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长春） 袁琰 

2022 年数字创新与企业融资国际学术会议 袁琰 

中国金融科技学术年会 袁琰 

2021 年绿色金融学术研讨会 袁琰 

全国财经类院校大学生首届“财经中国”学术峰会青年论坛 袁琰 

2020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年会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论坛 张石昌 

金融学院双周学术论坛第 329 期 张语晨 

开发性金融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作用 张语晨 

金融学院双周论坛 327-328 期 张语晨 

Meet Markets：Investor Meetings and Expected Returns 张语晨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周叔媛 

数字经济与发展转型学术研讨会 周叔媛 

第四届中国立信金融论坛 周叔媛 

2020 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周叔媛 

第七届（2020）中国金融管理年会 周叔媛 

全球政经格局演变与风险防范研讨会 朱家雲 

“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 朱家雲 

第十九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 朱家雲 

2021 第三届中国金融学术与政策论坛 朱家雲 

第十三届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暨金融学科建设论

坛 
朱家雲 

2021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朱家雲 

第四届中国金融学者论坛 朱家雲 

龙马金融论坛·第四届“金融风险与监管”学术研讨会 朱家雲 

2020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朱家雲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2020 
朱家雲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9 年国际金融论坛 左振颖 

第六届香樟经济学年会 左振颖 

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 左振颖 

2019 金融开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左振颖 

第一届金融博士学术峰会 左振颖 

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 左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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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研究生学术交流代表性获奖列示 

7-2-2-1 2021 年度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青年论坛特等奖-包宏（指导教师：李

建军） 

 

 

7-2-2-2 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论文特等奖-范志昊（指导教师：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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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 2015 年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张丹俊（指导教师：

李建军） 

 

 

7-2-2-4 第七届“中国金融教育”优秀论文奖-陈鑫（指导教师：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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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第九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优秀论文奖”-马思超（指导教师：李建

军） 

 

 

7-2-2-6 第七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最佳学术论文-李明洲（指导教师：李建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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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7 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韩玉姝（指导教师：邢

天才） 

 

 

7-2-2-8 第三届中国金融学术与政策论坛优秀论文-朱家雲（指导教师：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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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创新创业等获奖情况 

8-1 创新创业等获奖列表 

获奖个人 奖项名称 
获奖时

间 
授奖单位 

刘叶焕（指导教师：杨胜

刚） 

湖南省普通高校 2018 届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 
2018 湖南省教育厅 

赵妤芊（指导教师：邢天

才） 

“郑商所杯”大学生模拟

交易大赛二等奖 
2019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中国期货交易所 

潘骏（指导教师：邢天

才） 

“中国银河杯”大学生金

融挑战赛全国亚军 
201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许羽诺（指导教师：邢天

才） 

“2022 名师星徒行研挑

战杯总决赛第十名” 
2022 

上海高等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潘骏（指导教师：邢天

才）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辽

宁省铜奖 
2017 

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人社部、中国

科协 

陈均毅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7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 8 届全国高

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

赛三等奖 

2017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陈娜娜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2017 全国大学

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二

等奖 

2017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张雄标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 2015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赛

二等奖 

2015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刘汉锴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 2015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赛

二等奖 

2015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张雄标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5 年第六届华南区企

业模拟竞争大赛三等奖 
2015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周灿城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 2014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区域

赛一等奖 

2014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刘汉锴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 2014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区域

赛一等奖 

2014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梁晋华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学创杯 2014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区域

赛二等奖 

2014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欧阳慧敏等（指导教师：

王小燕） 

学创杯 2014 全国大学生

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区域

赛二等奖 

2014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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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鑫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第八届华南区高等院校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二等

奖 

2017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邓鸿兴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第八届华南区高等院校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三等

奖 

2017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张雄标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5 年第六届华南区企

业模拟竞争大赛 
三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陈均毅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7 年第十届“新道杯”

企业经营模拟大赛一等

奖 

2017 

中国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等 

林少玲（指导教师：王小

燕）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沙

盘经营模拟大赛二等奖 
201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等 

唐晓丹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 

2015 

中国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等 

盘瑶儿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三届全国企业

经营分析与决策技能大

赛 

2018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决策模拟专业

委员会 

张泽莹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九届华南区高

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

赛三等奖 

2018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决策模拟专业

委员会 

邓鸿兴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九届华南区高

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

赛三等奖 

2018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决策模拟专业

委员会 

陈俊达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第七届广东大学生科技

学术节之“用友杯”大学

生 ERP 沙盘模拟大赛二

等奖 

2013 

中国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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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存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第六届广东大学生科技

学术节之“用友杯”大学

生 ERP 沙盘模拟大 

2012 

中国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等 

叶华珍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新

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三等奖 

201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等 

张泽莹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9 年第二届“贺岁杯”

企业经营分析与决策技

能大赛三等奖 

2019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决策模拟专业

委员会 

黄溢东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

能大赛--金蝶云管理创

新杯区域赛二等奖 

2020 

金蝶精一信息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高

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肖家玲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一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李谷民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一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杨婷等（指导教师：王小

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一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李晓萍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一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冼楠恩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二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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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梓涛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18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

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二等奖 

2018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上海财经大学 

宁卓璋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广东省普通高校

2021“知链杯”大学生金

融科技应用创新能力竞

赛总决赛本科组一等奖 

20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创新联盟、北京知

链科技有限公司 

范权贻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广东省普通高校

2021“知链杯”大学生金

融科技应用创新能力竞

赛总决赛本科组一等奖 

20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创新联盟、北京知

链科技有限公司 

宁卓璋等（指导教师：王

小燕） 

2021“知链杯”大学生金

融科技应用创新能力竞

赛全国总决赛本科组一

等奖 

20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创新联盟、北京知

链科技有限公司 

段陈萌等（指导教师：许

志） 

SAS（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第六名

（2019） 

2019 
（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 

苍奕萌等（指导教师：许

志） 

SAS（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第六名

（2020） 

2020 
（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 

戴诗淇等（指导教师：许

志） 

SAS（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第十名

（2021） 

2021 
（中国）高校数据

分析大赛 

江欣遥等（指导教师：许

志） 

长三角大学生金融创新

实践大赛一等奖 
2022 

上海市金融青年联

合会、上海市学生

联合会、江苏省学

生联合会、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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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联合会、安徽

省学生联合会 

韩云飞等（中央财经大

学） 

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文化创意赛道三等奖 
2022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张益等（中央财经大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金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张君玉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金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王韵鸿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金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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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牙丁等（中央财经大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银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彭艺萱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银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胡佳琦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银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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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 

宋佳颖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银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吕科睿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铜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张茹越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铜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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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璇等（中央财经大

学）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铜奖 

202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 

 

8-2 创新创业代表性成果列示 

8-2-1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金奖 

 

8-2-2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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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青创北京 2022 年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力冬奥专项赛铜奖 

 

8-2-4 湖南省普通高校 2018 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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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郑商所杯”大学生模拟交易大赛二等奖（指导教师：邢天才） 

 

8-2-6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模拟大赛二等奖（指导教师：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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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华南区企业模拟竞争大赛多次获奖（指导教师：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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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三等奖（指导教师：王小

燕） 

 

 

8-2-9 广东省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多次获奖（指导教师：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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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8-2-10 长三角大学生金融创新实践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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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研究生获奖情况 

9-1 成果完成单位学生获奖情况简表 

完成单位所获奖项 人数 

国家级奖学金 99 

优秀毕生生 53 

市三好学生 1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1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1 

 

9-2 成果完成人指导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情况共计 44 人 

获奖个人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范肖洁 国家级奖学金 2015 教育部 

俞渊渊 国家级奖学金 2017 教育部 

李泽丰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范志昊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贾瑞 国家级奖学金 2016 教育部 

徐文佳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王梓霖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刘姝雯 国家级奖学金 2016 教育部 

彭啸帆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李海彤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周芷薇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韩玉姝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刘鹏浩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任儒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胡玥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李云静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朱婷婷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李斯文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李欣欣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赵妤芊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李纪阳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吴疑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卢媛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宋美贤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高雪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梁晓颖 国家级奖学金 2021 教育部 

高慧闽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李宝夏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占文悦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王勋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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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淑琳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温豪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金贵强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郭王玥蕊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唐书香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赵天齐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任佳宁 国家级奖学金 2016 教育部 

毛文逸 国家级奖学金 2016 教育部 

宋爽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吴松桥 国家级奖学金 2018 教育部 

朱家雲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尹航 国家级奖学金 2020 教育部 

高尧 国家级奖学金 2016 教育部 

步建霖 国家级奖学金 2019 教育部 

 

9-3 成果完成人指导学生获得优秀毕业生等情况 

9-3-1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指导教师：李建军，共 8 人）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时间 

郑中华 2015 

关璟璐 2016 

张丹俊 2017 

韩珣 2019 

李泽丰 2020 

何山 2021 

周叔媛 2022 

陈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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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湖南省优秀毕业生（指导教师：杨胜刚，共 4 人） 

湖南省优秀毕业生 时间 

刘姝雯 2017 

彭啸帆 2020 

李海彤 2020 

周芷薇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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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广东省优秀学生（指导教师：王小燕，共 6 人） 

广东省优秀学生 时间 

蒋蓉蓉 2015 

魏也娜 2016 

姚晓晨 2017 

陈俊盛 2018 

郭王玥蕊 2019 

高慧敏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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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指导教师：王辉，共 5 人）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时间 

刘阳 2015 

毛文逸 2017 

吴松桥 2019 

宋爽 2020 

尹航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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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指导教师：王汀汀，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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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其他校级优秀毕业生共 29 人 

获奖个人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宫悦 优秀毕业生 2015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李亚荣 优秀毕业生 2015 年 中央财经大学 

范肖洁 优秀毕业生 2016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卢盼盼 优秀毕业生 2017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邹晓琳 优秀毕业生 2018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明洋 优秀毕业生 2018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马思超 优秀毕业生 2020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李奕澎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叶茂青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史越佳 优秀毕业生 2022 年 中央财经大学 

范舒琪 优秀毕业生 2022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陆加徐 优秀毕业生 2016 年 中央财经大学 

贾瑞 优秀毕业生 2017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徐可源 优秀毕业生 2017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邹光妮 优秀毕业生 2018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陈绍光 优秀毕业生 2019 年 中央财经大学 

赵鑫 优秀毕业生 2019 年 中央财经大学 

王亚枭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张潇楠 优秀毕业生 2022 年 中央财经大学 

任佳宁 优秀毕业生 2017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刘龙潇 优秀毕业生 2019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戴方哲 优秀毕业生 2020 年 中央财经大学 

霍家旭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李睿 优秀毕业生 2022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李赫美 优秀毕业生 2018 年 中央财经大学 

范馨月 优秀毕业生 2020 年 中央财经大学 

步建霖 优秀毕业生 2020 年 中央财经大学 

王瀚晨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关媛 优秀毕业生 2021 年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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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指导教师：杨胜刚） 

 
 

9-5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指导教师：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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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VTP-BEST 模式的推广与应用 

1.成果应用范围及应用 

1-1 双培高校应用 

1-1-1 成果应用基本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211 工程”和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项目建设高校，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由教育部、财政部与北京市共建。作为

一所与共和国同龄同行的高校，学校始终坚持立足北京，服务北京，主动为北京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和输送高水平人才。自 2015 年 9 月至今，与北京工商大学、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物资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电影

学院等 7 所市属高校共同培养双培计划学生 898 人。BVTP-BEST 模式的核心层是依托

双培项目跨校虚拟教研室创建，该模式建成以后对于北京市高水平交叉人才培养发挥了

重要支撑作用。基于该平台模式开展的特色工作有： 

一是组织召开 2020 年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与金融人才培养线上研讨会。来自政府机

关和双培合作院校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聚焦北京金融人才需求，以产学研联合为切入

点，共同探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培养的有关话题。 

二是立项校级重大综合教改课题《深度融合智慧教育的金融类课程跨校联合教学模

式研究》。在我院已有的共享课堂的智慧教室建设和双师课堂教学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借助虚拟仿真实验的卓越人才交叉培养项目建设的硬件支持，以双培学生为纽带，

联合市属高校研究智慧教育的有效实施路径，推进金融类课程尤其是金融科技特色课程

的信息化改革、建设和共享，探索适合金融类课程的智慧课堂教育模式，进而借助中国

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和沙河高校联盟推广至其他综合类或财经类高校进行联合智慧

教育，服务高端拔尖金融类人才培养。 

三是举办北京工商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建设研讨会。2020 年，我院金

融科技系骨干教师与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相关教师就金融科技的学科边界与课程设计、

金融科技研究课题共建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对李建军教

授的《金融科技理论前沿》课程进行了现场观摩。 

四是借助智慧教室组织多次跨校联合授课。3 月 9 日线上授课期间，王辉教授与北

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依托慕课堂和腾讯会议就《金融工程概论》课程进行了“云端共上

一堂课”的尝试；5 月 26 日，彭俞超副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首次使用“智慧

教室”进行了《大数据与金融》课程的跨校直播联合授课；12 月 1 日，戴韡副教授与北

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再次借助智慧教室开展了《智能投顾》课程的跨校联合授课。

跨校联合授课是对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双培计划”项目的深化和延伸，对混合式教学概

念的推广，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以及充分发挥央属和市属高校的比较优势，推动课程

建设，加强校际合作，为首都和国家建设输送高质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联合申报并推动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联合北京工商大学等市属

高校，共同申报和推动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通过虚拟教研室平台，推动

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教材和一流团队建设，形成创新教研示范，建成金融科技专

业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机制，共同促进金融科技专业发展，为国家和北京市培养高质

量金融科技人才。 

六是与市属高校建设金融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金融科技创新联合实验室，开展国

家金融安全工程与监管科技领域的前沿问题研究；联合举办多届中国金融科技前沿论坛、

中国金融科技学年会，推进金融类金课联盟建设；共同推进京津冀金融研究联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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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等领域的创新研究；联合申报大数据背景下金融期货市场风

险监测与预警研究等科研课题，不断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满足北京金融决策中心发展对

高端人才的需要。 

七是与北京市属高校共同建立科学的双培生联合培养机制。以北京市“双培”项目为

纽带，带动市属高校金融专业培养方案优化、课程建设及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等人

才培养机制和路径的改革，加强专业建设，提升市属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1-1-2 代表性学校应用证明 

1-1-2-1 首都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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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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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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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沙河高教园区创业园高校应用 

1-2-1 成果应用基本情况 

在 BVTP-BEST 模式的带动下，沙河高教园高校联盟大学生创业园主要涵盖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经济、科技金融、信息技术、文化创意、地下空间等前沿技术

领域的创新创业团队。其中，项目“金融体系中的情绪共识和财务披露——利用大数据

研究系统性风险防控”，是基于网络文本大数据和银行定期财务披露报告，采用 LSA 潜

在语义分析等一系列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新型系统性风险测量指标，为我国银行业系统

性风险的 预警机制提出监管政策建议；项目“‘文旅星’——文化旅游资源传播的数字化

VR 平台”，是协助旅游景点上传高清 VR、3D 地图和展品模型，利用 NFT 技术将现实

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资产，随着元宇宙概念对技术推动，项目将以更低成本推广。项

目“智护——新型护工培训体系与信息对接平台”，是基于高水平护工人才培训体系与互

联网+线上平台双重特色，培养高素质高水平护工人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

合。项目“创熠世界”，是致力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基于用户需求感知

设计搭建创意孵化平台，打造具有元宇宙底层逻辑和环境特点的创意社区，构建五层元

宇宙社区生态，吸引年轻用户入驻平台分享数字创意，并舒缓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情绪和

心理压力。 

1-2-2 沙河高教园高校联盟学生代表性双创项目 

1-2-2-1 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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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北京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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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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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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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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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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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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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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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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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虚拟教研室高校推广应用 

1-3-1 成果应用基本情况 

金融科技专业是金融学与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文科专业。本专业

人才培养突出现代科技在金融领域的融合创新应用，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掌握经济

金融学和现代信息科技理论，熟练掌握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和智能技术，能够适应银行

科技、智能投顾、程序化交易、保险科技、监管科技等领域需要的金融精英人才。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以下简称：虚拟教研室）由 BVTP-BEST 模式支撑并嵌

入其中形成迭代更新，由东中西部 15 所高校协同 2 家业界机构，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联

合组建的新型多层次、跨地区虚拟基层教学组织，旨在以提高金融科技人才培养能力为

核心，通过跨专业、跨校、跨地域的多维教研协作，实现专业协同共建，推动教学改革

研究，探索课程思政创新，建设系列优质教材和金课集群，打造多形态优质金融科技教

学资源共享平台，构建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形成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管理的新思路、新

方法和新范式，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建设目标 

A.打破时空壁垒，构建多层次跨区域全国性金融科技教育教学组织新形态 

基于虚拟教研室定位，在不打乱原来的教研室格局、不影响原有的教学团队和教研

室成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教研的优势，由国家名师团队、一流专业和课程负责人

组成跨校建设团队，组织开展跨地域、多层次、全国性系列网络教研活动，构建金融科

技专业教研共同体，推动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B.链接校际优质资源，促进专业及课程资源共建 

支持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共研共建一批金融科技相关业态新课程，通

过翻转课堂、探究式教学、案例教学等金融科技教学模式创新和资源共建共享，加快专

业及课程建设速度。 

C.厘清学科专业课程的内涵与关联，建设三位一体知识图谱 

作为目前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一种知识表达和处理工具，通过推动金融科技整体

专业及“金融科技学”“区块链金融”“金融大数据”等核心课程知识图谱建设，形成对专业

知识的逻辑次序和关联有整体性、逻辑化的认识，通过整体的设计促进金融学科的发展。 

 建设思路及举措 

A.构建及扩充虚拟教研室教研组织 

从初始的 17 家院校和企业成员单位，随着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系列教研工作

的推进，逐步形成细分领域工作组，并进行第一次成员单位扩容计划，从地域、院校类

型、资源基础等多方面考虑吸纳新成员单位，夯实教研组织推动相关工作。 

B.以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为本强化教研设计 

无论是与时俱进研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研创新课程及知识图谱，最终要应用到

教学上，基于《金融科技学》、《区块链金融》《金融大数据》、《供应链金融》、《智能投

顾》、《绿色金融》等典型核心专业课程开展开放与集中相结合的教研活动，进行案例及

探究式教学模式创新分享，提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与创新课程教研能力。 

C.打造智能化优质金融科技数字教研资源平台 

通过相关教研平台链接中国金融金课联盟及成员院校优质的教学视频、电子课件、

知识图谱、习题试题、教学案例等金融科技专业系列课程教学标准、教学资源，形成良

好的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内容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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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进展及成效 

A.组织机制构建初见成效 

a.完成工作章程编制及扩容计划，驱动组织高效运转 

为推进落实虚拟教研室整体建设，充分发挥虚拟教研室成员单位在组织相关教学、

科研以及教研活动等相关资源建设等工作中的积极参与程度，虚拟教研室组织编制了工

作章程，聚焦工作目标、工作任务、组织架构、工作成员和运行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约

定，为虚拟教研室的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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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召开线上启动会议，推进虚拟教研室建设工作 

2022 年 4 月 16 日，虚拟教研室启动会议在线召开，来自全国东中西部 17 所成员

高校和共建单位近 70 位领导及骨干教师参加会议。 

本次启动会议结合金融科技新业态、新模式及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就基于新技术构

建虚拟教研室、金融科技专业教学资源需求与建设思路等话题进行深度探讨和交流，并

就《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工作章程》，未来将以工作章程中的建设目标、核心工作、

组织结构与分工为参考，围绕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工作目标，推进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

室建设工作。 

 

B.以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突破口，提升虚拟教研室团队教研能力 

2022 年 5 月-7 月，由虚拟教研室主办“技术赋能、专业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

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此次系列沙龙共分六场，采取“课程教研分享+闭门研

讨会议”形式开展。 

a.课程教研分享部分由 12 位国内高校专家，深入探讨包含“金融科技学”“区块链金

融”“金融大数据”“智能投顾（AI 金融）”“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等 6 门金融科技专业

核心课程等金融科技核心课程教研。 

b.闭门研讨会部分以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专家代表进行

内部研讨的方式，针对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创新探索与实践、新技术融合金融专

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 

C.深层次校企合作，共建金融科技教育平台 

2022 年 8 月 26 日，虚拟教研室以云端方式召开知识图谱研讨会，针对金融科技知

识图谱的编制标准和编制内容进行了交流，学界与业界深度交流，共同研讨知识图谱的

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编制方案等，达成了知识图谱建设工作的初步共识。 

截止目前，虚拟教研室编制形成了基于金融科技专业与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

设计、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知识图谱等教研资源 153 项，金融科技教育平台构建初具

雏形，为服务于教学、服务于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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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A.2022 年虚拟教研室活动情况统计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参与单位数 参与人数 

1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 

内部教研沟通会 
2022-4-9 4 8 

2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 

正式启动会议 
2022-4-16 17 69 

3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一场《金融科技学》课程教研实践探

索 

2022-5-7 382 928 

4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二场《区块链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

索 

2022-5-23 252 612 

5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三场《金融大数据》课程教研实践探

索 

2022-6-11 153 445 

6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四场《智能投顾（AI 金融）》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 

2022-6-25 86 258 

7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五场《绿色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7-9 106 320 

8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

第六场《供应链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

索 

2022-7-23 123 343 

9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 

内部教研沟通会 
2022-8-6 4 8 

10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 

知识图谱研讨会 
2022-8-26 11 14 

合计 1138 3005 

B.2022 年虚拟教研室教研资源建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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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源类型 资源数量 

1 教学大纲 18 

2 教学设计 9 

3 教学课件 21 

4 教学视频 24 

5 电子教材 11 

6 作业习题 16 

7 知识图谱 8 

8 专业研究 2 

9 教研交流 3 

10 课程参考文献 16 

11 课程 20 

12 教材 3 

13 论文 2 

合计 153 

 

C.2022 年“虚拟教研室”公众号宣传统计 

类型 数量 宣传标题 宣传链接 

“虚拟教研

室”公众号投

稿 

8 / / 

“虚拟教研

室”公众号发

布 

5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

室启动会议成功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Ls9XwE

rTsl0Opa7NDk06bQ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

云端系列沙龙首场“金融

科技学”课程教研活动成

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1ivLIY

WsockEciJaKo118g 

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

云端系列沙龙“区块链金

融”课程教研活动圆满结

束 

https://mp.weixin.qq.com/s/-

CluQV78t2LCxzWe9eCgkw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

室系列沙龙圆满落下帷

幕 

https://mp.weixin.qq.com/s/dy1oOn

JipVeKvG5hnLO6vA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

室知识图谱研讨会顺利

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cZVRjw

jl0MUKrlk7cWt7ww 

https://mp.weixin.qq.com/s/Ls9XwErTsl0Opa7NDk06bQ
https://mp.weixin.qq.com/s/Ls9XwErTsl0Opa7NDk06bQ
https://mp.weixin.qq.com/s/1ivLIYWsockEciJaKo118g
https://mp.weixin.qq.com/s/1ivLIYWsockEciJaKo118g
https://mp.weixin.qq.com/s/-CluQV78t2LCxzWe9eCgkw
https://mp.weixin.qq.com/s/-CluQV78t2LCxzWe9eCgkw
https://mp.weixin.qq.com/s/dy1oOnJipVeKvG5hnLO6vA
https://mp.weixin.qq.com/s/dy1oOnJipVeKvG5hnLO6vA
https://mp.weixin.qq.com/s/cZVRjwjl0MUKrlk7cWt7ww
https://mp.weixin.qq.com/s/cZVRjwjl0MUKrlk7cWt7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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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虚拟教研室系列活动 

1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5-7 

全国近千

位高校领

导与教师 

上海财经大

学 

“金融科技学”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 

2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5-

23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广东金融学

院 

“区块链金融”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 

3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6-

11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山东财经大

学 

“金融大数据”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 

4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6-

25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中国技术经

济学会 

“智能投顾（AI 金

融）”课程教研实践探

索 

5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7-9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北京工商大

学 

“绿色金融”课程教研

实践探索 

6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

系列沙龙 

2022-7-

23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中国技术经

济学会 

“供应链金融”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 

7 
虚拟教研室

教学研讨会 

2022-8-

28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湖南大学 
国际金融课程虚拟教

研室教学研讨 

 

1-3-2-1 “金融科技学”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5 月 7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教育部首

批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上海财经大学实验中心和上海

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承办的“技术赋能· 专业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

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之第一场《金融科技学》课程教研实践探索”在云端成功举办，来

自全国近千位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参与了此次沙龙。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郭金录编审为教研沙龙致辞，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张宁教授，上海金融智能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韩景倜教授等做课程教研实践分享。此次系列沙龙同

时也是教育部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系列教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金录秘书长在致辞中讲到，面对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各高校要依托现代信

息技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沙龙活动是希望通过主题分享的方式，与各高校一起交

流新时期我国金融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高校间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建设优

势，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实现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享，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张宁教授以“《金融科技学》课程建设与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为主题，结合中央财

经大学的教学经验，通过为何而教、为何而学、教的分析、学的评价、人才愿景五个

方面进行分享。他提到教学的重点在于学科价值，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兴

趣，除讲授知识外，要教授学生如何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同时也要提升学生的思想

层面；授课过程中通过不同行业的案例与课程结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金融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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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是一个全景化的跨领域、跨业务的案例，在教学过程中将全景化的场景展现给学

生也是重要的教学方式。 

韩景倜教授以“《金融科技学》课程教研实践探索”为主题，从金融科技的背景与

发展切入进行了概述，并针对上海财经大学建设《金融科技学》课程的方法与路径做

了详细介绍。他讲到金融科技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科之

间的交叉融合与优势互补，做好跨学科的建设，通过细分不同知识点的理论与实践课

程补充学生的学习过程。最后韩教授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现有教学

资源及研究成果，以供各高校参考借鉴。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代表

进行了闭门研讨，针对《金融科技学》的教研课程设计、教研创新启发以及未来在教

研资源建设中的需求和想法进行了充分交流。 

闭门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秘书处、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李惠玲主持。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负责

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院长做了主题发言。他介绍了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

研室的近期工作，并表示后续将持续开展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研讨，帮助各院校夯

实专业建设内容，希望东中西部各高校在借鉴参考的同时也可以进行不同区域特色的

专业分享，加强理论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共同建设与时俱进的金融科技专业。 

在交流过程中，各个院校专家代表从《金融科技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研设

计、教学资源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充分交流建设想法和需求，并提出希望后续通过积

极参与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专业建设。最后由中国高

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郭金录秘书长做会议总结，他讲到联盟将从本周开始，开展为期

近 3 个月的系列教研沙龙，希望各高校可以通过该活动能够将金融科技专业建设的问

题进行互动研讨，形成系统化的贯穿式交流，提升各自金融科技专业的办学能力，同

时联盟也将整合产、学、研各方资源协同支撑各校专业建设工作。 

本期云端沙龙重点聚焦《金融科技学》课程建设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教学方法与

教学内涵结合以及教学过程与评价规划思路三个方面内容。未来“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

新云端系列沙龙”也将继续围绕金融科技专业及核心课程的建设进行系列主题分享与探

讨，携手各高校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专业教研建设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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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区块链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5 月 23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教育部首

批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主办、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

心承办的“技术赋能· 专业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之

第二场《区块链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在云端成功举办，来自全国近千位高校的领

导和教师参与了此次沙龙。 

作为金融科技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区块链金融》通过把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务

融合的场景带入课堂，使学生基础具备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相关应用能力和新技

术思维，对金融科技专业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本期云端沙龙邀请中央

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系主任戴韡，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广东省金融创新研

究会常务理事王小燕分别做课程教研分享。 

戴韡主任通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系的教学经验，首先对区块链金融课程的内

容做了简要介绍，他讲到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先给学生打下基础的种子，从区块链技术

的讲解入手，引发学生的思考；随后深入讲解如何进行技术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区

块链技术的含义以及操作；通过创新的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也融入区块链金融案

例，将监管与创新结合，引导学生探讨，培养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王小燕主任通过对课程教学的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教学资源等几个

方面做教研分享。她讲到区块链金融是典型的交叉性课程，包含区块链技术以及涉及

到很多的金融行业和场景，广东金融学院定位培养聚焦于应用型人才，一方面聚焦业

务知识，同时也侧重实验教学，充分利用行业产业大量的应用案例资源，融入思政教

育，培养综合实践能力，提升思维和判断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代表

进行了闭门研讨，针对《区块链金融》的教研课程设计、教研创新启发以及未来在教

研资源建设中的需求和想法进行了充分交流。闭门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虚

拟教研室秘书处、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惠玲主持。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

建设试点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院长做致辞

发言。 

李院长首先回顾总结了近期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及成果，并提出

希望通过系列沙龙活动能够给各高校课程教学提供更多的借鉴经验，能够给全国高校

教授专业课程的老师们提供很好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开放平台的教学经验的分享，能

够促进国内金融科技新文科专业建设的质量提升，共同推进学科的发展。 

在交流过程中，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张祥、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主任胡海峰、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系副主任刘壮、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李

江城以及江西财经大学、贺州学院等 12 所高校专家代表从《区块链金融》课程的教学

内容、教研设计、教学资源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分享课程教研建设思路，也表达了在

专业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和需求，希望通过虚拟教研室的相关工作可以共同推

进金融科技专业建设。 

最后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郭金录秘书长做会议总结，他首先向参与教研

活动的各高校表示感谢，各高校的公益经验分享使兄弟院校得到很多的启示和帮助；

郭秘书长希望通过 5-7 月系列教研活动能够将金融科技专业建设的问题进行互动研

讨，形成系统化的贯穿式交流，提升各自金融科技专业的办学能力，同时联盟和金融

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也将整合产、学、研各方资源协同支撑各校专业建设工作，培养

高质量金融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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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也将继续围绕金融科技专业及核心课

程的建设进行系列主题分享与探讨，希望与各高校一起交流新时期我国金融科技专业

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通过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跨地域多层次的网络教学组织，

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实现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享，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 

 

 

1-3-2-3 “金融大数据”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6 月 11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中央财

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主办、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技术赋能·专业创

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第三场，《金融大数据》课程教研

实践探索”圆满结束，来自全各高校近千位教师如期相聚云端参与。 

作为金融科技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金融大数据》通过培养学生在金融的专业知

识和大数据认知，使学生基础具备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分析能力，能在传统商业银行、金

融科技企业、消费金融公司等从事专业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对金融科技专

业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本期云端沙龙重点聚焦《金融大数据》的课程建

设创新探索与实践、课程内涵与教研设计分享、教学思路与人才培养创新。沙龙邀请到

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龙马青年学者、金融学院副教授、全国金融青联委员彭俞超

教授，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科技系王兆刚老师做主题分享。 

彭俞超教授以《大数据金融》为主题，从为什么要讲这门课、这门课要讲什么内容、

这门课该怎么讲三个方面进行教研分享。他表示不能简单的认为大数据金融就是大数据

加金融，大数据金融指的是数据和技术以及实际的金融活动。大数据金融这门课作为金

融科技专业的核心课程，与技术、应用都息息相关，大数据金融课程要培养具有全球视

野、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系统掌握经济、金融理论和现代信息科技知识，能够适应银

行、科技、证券、智能交易、保险、科技、监管、科技等新领域的金融人才，服务于国

家战略，服务于金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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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岗老师以《金融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为主题进行分享，通过对课程的设置背景、

主要内容、教学形式、教研的资源等七个方面进行讲解。他讲到金融数据产生速度不断

加快，金数据规模不断增大，实时分析决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金融人才的数据处理

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金融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数据驱动的特点。在教学上，要让学生

掌握基本的大数据基础知识，具备开展金融数据挖掘实验的能力，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的结合，让学生在学习大数据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金融领域的实际问题。进行

动手，就使学生具备动手实验的能力。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代表进

行了闭门研讨，针对《金融大数据》的教研课程设计、教研创新启发以及未来在教研资

源建设中的需求和想法进行了充分交流。闭门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虚拟教研

室秘书处、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惠玲主持。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院长做研讨致辞。 

李建军院长讲到新专业和新课都是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设计，课

程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理论知识体系也跟实践和理论前沿发展结合紧密。我们的目标是

要建专业，但抓手还是要抓课程，课程抓的过程中也得抓好教材。希望通过沙龙活动、

教研活动，够达成共建共享课程，共同推进和提升金融科技专业的建设质量。 

在研讨过程中，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孙坚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

技系主任谢海滨、西南财经大学信用管理系主任李志勇、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王丽颖以及北京工商大、上海师范大学等 11 所高校专家代表从《金融大数据》课程的

教学内容、教研设计、教学资源等方面分享课程教研建设思路，向与会嘉宾介绍每所院

校在专业建设时达成的成果及目前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参与虚拟教研室的相关工作，

可以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人才培养。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郭金录秘书长做研讨总结。他表示研研讨会的顺利开展，

有利于把金融科技专业逐步推向一个深度，希望通过各高校教学实践的高质量鉴赏，能

够共享有经验高校的优质资源、专业建设经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研实施等内容，

结合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的相关工作，可以在后续高校金融科技专业申办和开展过程中，

形成具有相应权威性的建设意见。 

面对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各高校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此

系列沙龙的开展，希望与各高校一起交流新时期我国金融科技专业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

通过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跨地域多层次的网络教学组织，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实现

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享，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携手各高校

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专业教研建设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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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智能投顾（AI 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6 月 25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教育部首

批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主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金融科

技专委会协办的“技术赋能·专业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

龙之第四场《智能投顾（AI 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领

导和教师继续相约云端探讨交流。 

《智能投顾（AI 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通过培养学生在金融、

投资学原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素养，以及对于智能投顾业

务的认知、应用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在证券投资领域的信息技术创新思维能力，使学

生成为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企业等从事专业工作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对金融科技专业

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本期云端沙龙邀请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名

誉院长郭建峰、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赵博老师做课程教研分享。 

郭建峰院长以“《智能投顾》课程教研分享”为主题，针对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教学实

践等内容进行分享。他认为，智能投顾的最大特色是面向应用、面向产业，面向行业培

养所需要的人才，同时智能投顾也是金融科技金融创新的重要产物，发展速度非常快。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传统投顾不会消失，而传统投顾和智能投顾会深度融合、互相推进。

他强调，未来相关人才培养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注重动手能力，采用理论+实操的形

式，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赵博老师以“《智能投顾（AI 金融）》课程教研分享”为主题，通过真实教学案例与

反馈进行内容分享。他提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编程经验少、统计基础相对薄弱是两

个教学难点，在教学设计中，需要通过围绕投资、开发策略这两个角度来进行。教学过

程中要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Python 是一个很好的编程入门课程，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要

注重机器学习能力的培养，他表示传统的投资顾问和新型的人工智能投资顾问会长期共

存。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专家代

表进行了内部研讨，针对《智能投顾（AI 金融）》的课程建设创新探索与实践、新技术

融合金融专业升级、人才培养等进行交流研讨。闭门研讨会由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

设试点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系主任戴韡主持，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辉致辞并进行引导发言。 

王辉副院长认为,教研室系列沙龙活动对如何依托平台实验、实验室建设、推动实践

教学以及理论教学的深入融合等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金融科技专业相关课程

资源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对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新技术革

命赋能现代金融业引起了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消费模式、金融管理模式的剧变，同时金

融科技作为一门应用性、技术性、时变性非常强的创新交叉学科兴起。在金融科技人才

培养、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学界的智慧，也需要业界深度融合，希望沙龙活动的开

展，可以帮助各院校之间充分沟通交流和资源共建共享。 

在研讨过程中，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蔡卫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

易学院教学副院长林川、江西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付剑茹、郑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李琴英等 10 所高校专家代表从《智能投顾（AI 金融）》课程的教研设计、教学资源、教

学思路等方面进行分享，并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在金融科技专业建设与 AI 金融课程教研

过程中的经验，同时也提出希望通过后续虚拟教研室的系列工作进一步提升专业建设与

课程教研标准。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郭金录秘书长进行了会议总结，他认为，各高校的分享

与资源共建都将为今后国家标准培养方案的制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联盟的作用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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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质教学内容，聚焦人才培养，使各院校有所交流和收获，希望通过虚拟教研室系

列沙龙活动让大家了解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共同整合的产研资源，共同推进金融

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的建设与发展。 

本系列沙龙将持续开展，希望与各高校一起交流新时代我国金融科技专业学科建设

的有益经验，通过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跨地域多层次网络教学组织，加强教学改革

创新，实现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享，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实现金融科技人才高质量培养。 

 

 

1-3-2-5 “绿色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7 月 9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教育部首批

虚拟教研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主办，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协办的“技术赋能·专业

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之第五场《绿色金融》课程教

研实践探索”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领导和教师相约云端探讨交流。 

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总战略，“绿色金融发展”也逐渐走进了高校课堂，成为

课程教研的新探索。在金融科技专业建设过程中，高校开始关注如何把绿色金融的理念、

特征、内涵及技术应用融合到专业教学和研究中。本期云端沙龙邀请了北京工商大学国

际经管学院副院长郑延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薛舒予做课程教研分享。  

郑延婷副院长以《绿色金融课程体系》为主题，讲到北京工商大学在绿色金融课程

体系设计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拓展国际视野，同时通过跨界合作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将

通识课与专业课相结合，让学生不仅了解现代企业在低碳转型时进行经营决策和核算的

基础流程，还能进一步学习如何通过金融的设计和手段来达到来服务实体产业企业、掌

握国际绿色金融的政策和规则。课程体系也包含几个前沿专题，如绿色信贷、绿色证券

债券、保险以及可持续的 ESG。 

薛舒予副教授以《绿色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为主题，分享西南财经大学在绿色

金融课程的教研实践。她提出绿色金融是比较新的领域，相关课程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探

索，在教学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明确整个绿色金融的教学范围；其次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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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将绿色金融基础知识与案例教学并重；最后需要及时补充更新教学内容和政策情

况，从教学设计、学生学习到教师教学进行多方位的考虑。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专

家代表针对《绿色金融》的课程建设创新探索与实践、课程建设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内部

研讨交流。闭门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秘书处、北京知链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裁李惠玲主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辉致辞并进行引导发言。 

王辉副院长指出，绿色发展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引擎，在实践当中已经开始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和科技的融合要在人才培养中去落地，既要结合前沿研究，也

要从不同类型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定位和课程逻辑的角度综合思考。在金融科技专业课

程设计时，要把握技术和数据的驱动与应用，及时体现前沿高度和创新，并结合国家战

略进行思考，培养数字经济时代的新金融人才。 

在研讨过程中，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玉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科技

研究中心主任张宁、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科技主任孟纹羽、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金融学院院长张云、西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科技系主任王蕊等 10 余所高校专家代表

从《绿色金融》课程的教研收获、未来教研设计、目前教学进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交

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系列教研活动的持续开展，收获了专业和课程建设经验，对未

来专业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郭金录秘书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提出，此次教研沙

龙活动的举办使金融科技专业尤其是绿色金融课程建设能够顺利开展，各高校的分享与

资源共建都将为今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联盟将进一步基于优质

教学内容分享，聚焦人才培养，使各院校有所收获，希望通过虚拟教研室系列沙龙活动

让大家了解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共同整合的产研资源，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专业虚

拟教研室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第五场教研沙龙的开展，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历时近 3 个月的系列教研活

动也接近尾声。虚拟教研室跨地域多层次的网络教学组织建设实践，进一步加强了教学

改革创新，有助于各高校深入建设金融科技专业。接下来，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将

持续联合全国同类专业建设高校进行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建共享，实现金融科技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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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供应链金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 

2022 年 7 月 23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与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中央财

经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主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协办的“技术

赋能·专业创新·教研发展——2022 高校金融教研创新云端系列沙龙之第六场《供应链金

融》课程教研实践探索”顺利开展，此次沙龙作为系列教研活动的最后一场落下帷幕，来

自全国各高校的领导和教师相约云端探讨交流。 

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一个金融创新业务,它与传统信贷业务最大的

差别在于,利用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资信能力,来缓解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与中小型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抵押、担保资源匮乏问题。在技

术发展与场景落地的过程中，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赋能实体经济等方面的

作用已愈发凸显。 

在金融科技专业建设过程中，《供应链金融》课程的建设也愈发重要，如何培养学

生了解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掌握理论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具备供应

链金融应用需求分析能力等成为高校关注的重点。本期云端沙龙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商

学院资本金融系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区块链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继晔，齐鲁工业大

学经管学部教授、山东产研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赵华伟做课程教研分享。 

胡继晔教授通过供应链金融教学的概述、国内外供应链金融教学的案例、区块链在

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三个方面进行分享。他认为，区块链技术具有公证可验证、

不可伪造篡改而且可追溯的特点，这些特点符合供应链金融企业的要求，区块链技术开

放的去中心化以及可溯源的智能合约，都可以解决传统工业企业的传统供应链金融的问

题。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区块链作为一个重要手段与供应链金融场景融合，能够对传统

的供应链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可以传递核心企业的信用，把供应链金融引导到一个新的

阶段。 

赵华伟教授以《供应链金融课程教研分享》为主题，分享了齐鲁工业大学在供应链

金融课程的教研实践。他提出，供应链金融着重培养学生五个维度的思维，分别是场景

思维、数字化市场思维、平台思维、供应链与经营思维和风控思维。供应链金融作为新

技术和金融学科的融合课程之一，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例如引入虚拟仿真系统

实践实训，通过课程设计、案例实操等进行体系化的设计，从而达到培养金融与信息学

科深度融合的实践型和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课程教研分享后，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各成员单位及部分金融科技专业高校专

家代表针对《供应链金融》的课程、师资、教学资源、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内部研讨交

流。闭门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科技虚拟教研室秘书处、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李惠玲主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辉致辞并进行引导发言。 

王辉副院长指出，通过系列沙龙活动的开展，让高校对包括供应链金融在内的金融

科技学、区块链金融、大数据金融等金融科技相关课程都有了深入的了解研究。2021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下半年工作会议中提到，要重点推进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供应链金融作为新兴课程领域，首先要综合考虑并明

确课程定位，其次课程中要融入实验和实践教学的设计，最后从宏观角度去持续思考课

程建设问题。 

在研讨过程中，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何瑛、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

重润、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阿布都瓦力、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科技专业负责人林

雨、山西财经大学教务部部长张文龙等 10 余所高校专家代表从《供应链金融》课程的

教研收获以及金融科技专业学科人才培养等情况进行探讨和交流。各位专家表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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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教研活动的持续开展，收获了专业和课程建设经验，对未来人才培养发展和专业核

心课程建设有很大帮助。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郭金录对会议进行总结。他表示，希望通过六场

沙活动的分享，对各高校金融科技专业的建设有所裨益。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工作不仅是

要对一些优质或早期建设学校的相关经验的一种分享和优质资源的共享，同时也是基于

知识图谱、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等优质资源建设的框架持续推进与各高校联合开展一系列

建设工作。 

随着第六场教研沙龙的开展，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历时近 3 个月的系列教研活

动也正式结束。通过此次系列金融课程教研活动的开展，各高校可以收获新时期我国金

融科技专业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通过金融科技专业虚拟教研室跨地域多层次的网络教

学组织，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实现多形态优质专业教研资源共享，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未来，教研室各项工作将联合全国各金融科技专业高校共同推进，

不断推动新技术与金融教研的深度融合，培养创新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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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国际金融课程虚拟教研室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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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代表性学校应用证明 

1-3-3-1 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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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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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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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西安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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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新疆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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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 广东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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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三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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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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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 重庆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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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高校 

1-4-1 中国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高校基本情况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由相关高校自愿参加的基于金融教育的金课建设联合体。（注：

五类金课包括线上金课、线下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实验金课、社会实

践金课。）发起单位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

南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共 18 家单位。联盟英文名称为： First-

class Courses Alliance for Financial Educationof Chinese Universities，英文简称为"FCCAFE"。

联盟希望发挥平台作用，能够更好地加速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优秀师资与课程资源之

间的融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金融学类各专业课程体系，创新金融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引导各高校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提高教育

质量、推进教育公平，最终服务于我国金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联盟会员单位如表 1-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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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会员单位 

地区 联盟会员单位 

华北地区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河北大

学、河北金融学院、河北经贸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商业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移动

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

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石家

庄铁道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知网研学平台事业本部、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 

华东地区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新华学院、铜陵学院、东南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齐鲁工业大

学、青岛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山东女子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师

范大学、温州商学院、宿迁学院、扬州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大

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农林大

学、浙江树人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合肥工业大学、浙大城市学

院、青岛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青岛城市学院 

华南地区 

福建工程学院、福建江夏学院、福州大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广东财

经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大

学、海南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暨南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深圳

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阳光学院 

华中地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湖北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工业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

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工商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黄冈

师范学院、南昌大学、三峡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长沙理工大学、郑州

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中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郑州财税金

融职业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东北地区 

大连理工大学、大庆师范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金融学院、哈尔

滨商业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工商学院、长春大学、辽东

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阳科技学院、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 

西南地区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外国

语大学、西藏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华大学、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西北地区 
兰州财经大学、青海大学、西安财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财经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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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代表性学校应用证明 

1-4-2-1 研究生 MOOC《金融理论与政策》应用证明（东北财经大学、安

徽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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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研究生《国际金融专题》课程应用证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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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师资培训辐射带动情况 

2-1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与培训 

2-1-1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培训统计（59 场） 

表 2-1-1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培训列表 

序号 类别 时间 参加人员 学校 主题 

1 
战“疫”训练

营 

2020-2-17

至 3-25 

李健等高

校教师 
线上直播 

金融类专业师资教学提升

训练营（共 24 门） 

2 
战“疫”训练

营 

2020-3-9

至 4-3 

14 位高校

专家和 9

位期刊主

编 

线上直播 
金融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大

讲堂（共 23 门） 

3 会议交流 2021-12-25 

全国近千

位高校教

师 

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师资培训会 

4 会议交流 2021-12-26 

全国 30 余

所高校的

金融教育

教学专家 

山东财经大学 
第三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

金课联盟峰会 

5 会议交流 2021-11-27 

全国 26 余

所高校的

金融教育

教学专家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全国慕课教育创新大会

（第三届）暨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联盟联席会 

6 会议交流 2021-10-23 

全国 8500

余名专家

学者 

南开大学 

首届“金融学类课程思政建

设暨线下一流本科课程 建

设专题研讨会” 

7 会议交流 
2021-08-27

至 08-31 

全国 2500

余名专家

学者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优秀教

学论文宣讲会系列公益直

播活动 

8 会议交流 2021-7-11 

全国 40 余

所高等院

校的 100

余名专家

学者 

山西财经大学 
金融科技专业核心课程骨

干教师研修班 

9 会议交流 2021-7-18 

全国 70 多

所院校的

近 120 位

教师代表 

西南财经大学 
第五届中国金融科技学年

会 

10 会议交流 2021-12-19 

全国 1000

余名专家

学者 

哈尔滨商业大

学 

2021 年经管类专业实验教

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

设研讨会 

11 会议交流 
2021-06-

25-06-26 

全国 20 余

所高校的
西安财经大学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金课骨干教师培训

会（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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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时间 参加人员 学校 主题 

专家学 100

余人 

12 会议交流 2021-8-4 

全国 1000

余名专家

学者 

哈尔滨商业大

学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混合式金课（东北地

区）骨干教师培训会 

13 会议交流 2021-6-18 

全国近 25

所高校 100

余名教师 

广西财经学院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西南地区）金课

骨干教师培训会 

14 会议交流 2021-6-5 

全国 20 余

所高校的

专家学 100

余人 

湖南大学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一流课程（中南地区）

骨干教师培训会 

15 会议交流 2021-5-23 

全国近 30

所高校 100

余名教师 

河北经贸大学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北

地区）骨干教师培训会 

16 会议交流 2021-5-15 

全国近 30

所高校 100

余名教师 

湖北经济学院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线上一流金课骨干教师

培训会 

17 会议交流 2021-4-17 

全国 30 多

所高校近

80 位教师 

浙江工商大学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东

地区）骨干教师培训会” 

18 会议交流 2021-1-16 

全国 70 所

高校约

1700 位老

师 

中央财经大学 

京津翼地区金融学类优质

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暨

学分互认机制研讨会 

19 会议交流 2020-12-12 

全国近 50

所高校约

6000 名教

师 

上海财经大学 
第二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

金课联盟峰会 

20 会议交流 2019-11-17 

140 多所高

校的金融

学科带头

人与教师 

中央财经大学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峰会 

21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4-17 

三十多所

高校近八

十位教师 

浙江工商大学 

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

科课程（华东地区）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跨校选课经

验研讨会 

22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5-14

至 5-15 

30 多所高

校近 120

名教师 

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类专业线上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研讨会 

23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8-4 100 余人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类专业虚拟仿真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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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6-5 100 余人 湖南大学 

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

科课程（中南地区）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跨校选课经

验研讨会 

25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5-23 

近 30 所高

校 100 余

名教师 

河北经贸大学 

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

科课程（华北地区）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跨校选课经

验研讨会 

26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6-18 

近 25 所高

校 100 余

名教师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

科课程（西南地区）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跨校选课经

验研讨会 

27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6-26 

二十余所

高校的专

家学者及

骨干教师

100 余人 

西安财经大学 

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

科课程（西北地区）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跨校选课经

验研讨会 

28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1-10-23 

相关学科

的专家学

者和教师

代表约

8500 人次

在线参会 

南开大学 
金融类专业线下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研讨会 

29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张铁铸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翻

转课堂教学实践 

30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李丹 东北农业大学 

线上教学 留有余地-“疫情”

特殊时期的教学重构 

31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吴志明 湖南大学 

国际金融混合式教学-探索

与体会 

32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崔婕 山西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学》“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实践及体会 

33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张维 南京审计大学 

如何有效进行教学互动？

—基于《证券投资学》线

上线下教学的融合 

34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肖欣荣 对外经贸大学 

基于《投资学》慕课的混

合式教学方法讨论 

35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4-7 王倩 吉林大学 

基于慕课开展“国际金融”混

合式教学 

36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7 叶永刚 武汉大学 

金融工程方法论及课程体

系分析 

37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7 方霞 浙江工商大学 

计算机软件类课程与金融

专业知识的融合——以《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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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金融数据分析》课

程为例 

38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7 钟雪灵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类专业学生数据分析

能力培养探索 

39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黄孝武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财富管理》课程的逻辑

与框架 

40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魏先华 

中国科学院大

学 

区块链技术与金融应用深

度解析 

41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饶育蕾 中南大学 

行为金融学：线上线下融

合教学新模式 

42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陈蓉 厦门大学 

固定收益证券：从常见误

区到中国应用 

43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郑振龙 厦门大学 

《金融工程》重要理论问

题与应用 

44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刘莉亚 上海财经大学 

如何把一门工具类课程讲

得生动且实用---浅谈《金

融计量学》课程的教学实

践 

45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3-6 李建军 中央财经大学 

《互联网金融概论》课程

教学的革新——从互联网

金融到金融科技 

46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林海 

新西兰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 

如何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市

场背景下做好《金融市场

学》的教学工作 

47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喻平 武汉理工大学 

浅析《金融风险管理》的

理论框架和发展逻辑 

48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汪洋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金融》课程：从基

本概念到框架体系 

49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刘志东 中央财经大学 

投资学课程的逻辑体系、

基本框架及 MOOC 建设思

考 

50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许志 西南财经大学 

《公司金融》讲授要点、

教学设计与实施 

51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线下夯实基础 线上开拓视

野：帮助你更全面地了解

一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压舱

石——商业银行 

52 
教学能力提

升训练营 
2020-2-25 李健 中央财经大学 

导学、助学、传道、解惑

——金融学 MOOC 教学交

流 

53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4-3 徐铭梓 

同方知网（北

京）技术有限

公司 

论文阅读与写作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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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4-2 柯春晓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 

个人钻研与团队协同：用

知网探究供应链金融 

55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3-30 唐松 广东金融学院 

跨越学科，聚焦金融——

发现应用型研究的真问题 

56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3-14 方颖 厦门大学 

计量经济学训练与金融学

研究：从实证经济学的可

信性革命谈起 

57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3-12 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家庭金融研究：从微观到

宏观 

58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3-11 范小云 南开大学 

开展基于金融现实的学术

研究 

59 
学术能力提

升大讲堂 
2020-3-10 刘晓蕾 北京大学 

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因果

关系 

 

2-1-2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 

2-1-3-1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 

11 月 17 日下午，由我校金融学院承办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在丽都

皇冠假日酒店成功举办。峰会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主办，中国教育智库网协办，

来自全国 140 多所高校的金融学科带头人与教师代表参加了峰会。中国知网、北京知链

科技有限公司为峰会的顺利举办提供了支持。 

17 日下午两点，峰会开幕式正式开始。联盟秘书长郭金录主持了开幕式。中国高校

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代表理事会致辞并介绍了

联盟成立的背景，目标和运行机制。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执委会主任、教育部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徐晓飞，北京高

校优质课程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林万龙，福建省高校在

线教育联盟秘书长、福建师范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程思岳，中国教育智

库联盟副秘书长徐宇华等致辞祝贺。 

随后举行了联盟机构成立仪式。联盟秘书长郭金录依次宣布了联盟课程建设委员会、

课程质量规范委员会、教师培训委员会以及联盟会员单位名单，联盟理事长李建军为三

个委员会颁发了聘书，为四十个地区培训中心颁发了牌匾。课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金融学》课程主持人卞志村，

课程质量规范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教师培训委员会

主任委员、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重润，以及联盟会员单位代表、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王倩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联盟的成立将会促进金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

断提升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大会主旨报告阶段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

学院院长邹亚生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处长、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货币

金融学》课程主持人蒋先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执行秘书长、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负责人、高等教育出版社定制服务与培训部主任王宏宇，北京理工

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沟通》课程主持人赵洱

岽，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双语教学中心主任、投资估值研究中心主任、首批国家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公司金融学》课程主持人许志，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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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校财经慕课（E-MOOC）

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李海龙，先后以“基于慕课的教学管理机制探索”、“新时代实验教学金

课建设”、“面向国家双万计划的金课设计、建设与应用”、“金课建设过程中的课程体系

构建”、“高校财经慕课（E-MOOC）联盟运营机制与实践”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产融结合报告阶段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理事张云主持。中国知网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刘宵寅，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全宝，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陈晓华，先后以“面向

财金院系教学科研的知识大数据服务平台介绍”、“金融裂变时代的金融科技教育与金课

创新建设”、“区块链人才培养与发展之思考”为题发表了演讲。 

会上还进行了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与中国高校金

融教育金课联盟合作（课程共建、学分互认等）签字仪式。最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院长朱小能代表下一届承办单位，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辉副院长进行了会旗

交接。第二届峰会将于 2020 年秋季将在上海举办。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FCCAFE）是由全国高校各金融学科点自愿参加的基

于金融教育的金课建设联合体。发起单位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

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共 18 家单位。联

盟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2-1-3-2 第二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 

2 月 12 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导的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第二届峰会

在上海五角场凯悦酒店盛大开幕，此次峰会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

经济研究院承办。会议采用“线下讨论+线上实时同步直播”方式，聚焦“打造具有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实践课程等五类金课，助力

卓越金融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各种形式的探讨。中国知网为会议的顺利举办提供了

支持。来自全国近 50 所高校的百余位金融学科带头人与“五类金课”教师代表出席了峰

会现场，超 6000 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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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教授，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先后致辞。 

李建军理事长在致辞中代表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向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对各理事会成员单位一直以来对联盟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慕课正成为推动

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首位，并逐步建立了独具

特色的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机制。疫情防控期间，联

盟坚持“质量为王，公平为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六大宝贵经

验，联合全国高校开展在线教育实践，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号召，实

现了在线教育与课堂教学的实质等效。后疫情时期，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将把握建设机遇，

为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金融教育的创新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新时代新财经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主旨演讲环节，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大学党委

书记胡金焱教授以“在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中实现金融学专业重塑”为主题，高等教育出

版社副总编辑韩筠女士以“用好国内外在线课程双平台，以一流课程推动一流专业建设”

为主题先后报告。 

我院彭俞超副教授应邀在“虚拟仿真课程论坛”环节演讲，介绍了我校首批国家级一

流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国别金融对抗虚拟仿真实验——《金融统计分析》实训平台）的

建设经验。 

联盟表彰了 2020 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为联盟组织的在线教学与学术公益训练营做

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金融教指委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胡传雨老师、金课联盟网站技

术黄文武老师获得了优秀个人奖。 

 
 

2-1-3-3 第三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 

12 月 25 日至 26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主办，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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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第三届峰会和师资培训会以线上

形式成功举办，两场会议线上参会人数均超过 3000 人。校长赵忠秀致辞，向莅临会议

的专家学者和参会教师表示欢迎，向一直以来支持山东财经大学发展的专家学者表示感

谢，同时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对学校金融学科的建设发展给予指导和帮助。 

峰会开幕式和师资培训会由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教授主持。中国高校

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 2021

年中国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的各项会议和培训活动举办情况。他表示，2021 年联盟取得了

丰硕成果，由衷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和承办单位。峰会主题演讲环节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由湖南大学原副校长杨胜刚教授、张强教授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教授主持，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教授、青岛大学党委书记胡金焱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副院长叶永刚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原副院长裴平教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

行院长金雪军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原院长朱新蓉教授先后作主题报告。峰

会分五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兄弟高校的 9 名专家学者共商金融学科建设大计，18 位金融

本科课程负责人分享了课程建设经验。开幕式期间举行了 2021 年度联盟优秀会员单位

和 2021 年度联盟优秀工作个人颁奖仪式。 

师资培训会开幕式阶段，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会秘书长郭金录在致辞中

表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新科技革命，我们要努力探索后疫情时代教

育教学信息化新模式和新形态，努力成为探索网络在线教学升级版的领路人和示范人。

课程建设与一流课程申报环节，湖南大学原副校长杨胜刚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朱孟楠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桥云教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吴

志明教授先后分享了各自的一流课程建设经验。虚拟教研室建设环节，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周爱民教授、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程贵教授分别介绍了“《智能投顾》虚拟教研

室”和“‘一带一路’金融虚拟教研室”的建设成果和建设经验。教学成果奖培育与申报环节，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蒋海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教务处张策副处长分别介

绍了对教学成果奖培育路径、申报要求和标准的理解，并结合各自的申报经历分享了教

学成果奖申报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FCCAFE）是由全国高校各金融学科点自愿参加的基

于金融教育的金课建设联合体。发起单位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

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共 18 家单位。联

盟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联盟首届峰会于 2019 年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第二届

峰会于 2020 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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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研讨会与培训会 

2-1-3-1 京津翼地区金融学类优质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暨学分互认机制

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6 日下午，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

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赢科天地电子有限公司承办的京津冀地区高校金融

类专业优质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暨学分互认机制研讨会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探

讨京津翼地区金融学类优质课程的共建共享和学分互认机制，聚焦金融学科建设，促进

本科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会议采用线上的方式召开，通过“融优学堂”平台和

知网在线平台进行线上同步直播。我校教务处处长李桂君教授，金融学院院长、中国高

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李建军教授、副院长王辉教授、韩复龄教授等近 70 所高校

的经管院系负责老师参加了会议，约 1700 位老师观看了会议。会议由中国高校金融教

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高等教育出版社管理分社社长郭金录主持。 

在开幕式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

军致辞，他梳理了近几年我国金融学科“金课”建设的进展，介绍高等教育慕课发展的趋

势和情况，指出研讨优质课程共建共享和学分互认的重要意义。 

接着，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作“紧密

合作、优势互补、推进共建共享”的主旨发言。他介绍了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的成立

背景、目标、组织结构、平台运行和工作推进情况，期待与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

合作，推进更多优质课程的共建共享。 

在金融类优质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环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辉介绍

了本院已上线的 1 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和 10 门优质慕课，以及课程团队、课程

特色等情况，并分享课程建设过程的体会和思考。对外经贸大学教务处处长蒋先玲介绍

了本校金融学类慕课、一流课程的建设情况，以及学分互认的做法，未来开展优质课程

共享应用的措施等。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就自身的《国际金融学》一流

课程建设心得作了“如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经验分享报告。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院长王重润介绍了本校金融类优质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做法，以及对未来共享应

用的一些思考。 

在京津翼地区高校学分互认机制交流环节，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李桂君介绍了

中央财经大学翻转教学、慕课教学工作量认定和学分互认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和思考。

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务处处长曹庆华则重点介绍了

北航校际课程资源共享拓展和学分互认工作机制，以及北航混合式教学探索情况。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赵国庆作了国家级精品课《思维训练与学习力提升》课程建设

与实施经验的介绍。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向前介绍了天津财经大学翻转课堂与

学分互认的情况。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赵睿介绍了北京联合大学的翻转教

学实施情况以及学分认定机制。河北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院长郭净介绍了河北金融

学院翻转教学及学分互认实施情况。 

随后，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就融优学

堂平台的供课模式和选课模式作了详细介绍。 

京津翼地区高校金融学科负责人圆桌论坛由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主

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复龄教授、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尹成远、北京石油化

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李海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曲立、中

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婧、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郭娜、北

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金融工程系主任王未卿、天津商业大学金融系系主任刘红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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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系主任任康钰、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李

洪梅参加了圆桌讨论，就金融学科课程建设、优质课程建设共享、学分互认、课程思政

等介绍经验和发表个人见解。 

本次研讨会历时 5 个小时，与会嘉宾畅所欲言，交流经验，思想碰撞、深入探讨，

为下一步推进金融类优质课程的共建共享和学分互认机制建设集思广益，凝聚共识。 

中国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是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高等教

育出版社等 18 家单位发起的金融金课建设联合体，现有成员单位 200 多家，联盟旨在

推动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推进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我校金融学院为理事长单

位，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2-1-3-2 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设研讨会 

2021 年 12 月 19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金融学

院主办，由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和哈尔滨商业大学经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共

同承办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设研讨会圆满召开，此次会议由中

国知网提供了全方位技术支持，会议在中国知网全程同步直播。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会议采用线上视频会议+线下主题演讲相结合的形式，创新性

地实现了跨地域、线上线下同步的学术交流。会议上半场，由来自各地各高校的专家在

视频会议中完成演讲；会议下半场，北京的专家们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金融大数据实验室完成讲座，讲座内容同步传输至知网直播间。会议学术演讲的专业性、

应用性和学术讨论的热烈场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得以完美呈现，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教

师都共同享受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会议由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校长王巍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姚凤阁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王小燕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法事业部管理分社社

长（中国高等教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郭金录共同主持。哈尔滨商业大学党委书记孙先民

教授为大会作了精彩致辞。 

会议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教育部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济管理专业工作组组长、中国人民

大学张小岗主任；广东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王小燕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陈训威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证券实验室主任黄华继教授；



230 

 

哈尔滨商业大学经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张莉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实验信息中心主任王立民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实验教学中心主任黄璐教授；

以及用友集团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贾大明副总裁作精彩主题演讲。演讲内容紧紧围绕

着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设展开，内容详实，案例生动，全方位多

角度地阐述了各个高校在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和成功

经验。 

会议采用视频会议直播的形式，全程在中国知网直播间同步直播。会议分上下午两

个半场进行，上午半场为腾讯会议直播形式，下午半场为北京理工大学现场直播形式，

共历时约八个小时。会议结束后，知网后台统计参与人次超过 1000 人，真正实现了跨

地域的学术大交流和思想大碰撞。很多参会的专家学者纷纷在讨论区点赞留言，并通过

会务组工作人员积极分享演讲专家的演讲材料，参与热情极高，线上参会气氛极为活跃。 

本次会议明确了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一流金课建设的发展方向，会议视

频将由中国知网在平台上持续回放一个月，届时将有更多高校的学者、老师从中获益，

与专家们实现学术经验与学术成果的共享，并始终保持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氛围。 

 
 

2-1-3-3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北地区）骨干教

师培训会 

2021 年 5 月 23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河北经贸大学主办，河北省高

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北地区）骨干教师培训会在河北正定举行。 

河北经贸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程瑞芳，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分社副社长赵鹏代表

主办方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理事长龙永红教

授作开场报告,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朱孟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教授等 3 位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就课程建设

做了专题报告。院长（系主任）论坛就一流专业建设与金融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交流探

讨。来自浙江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燕山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西南民族

大学等近 30 所高校 100 余名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会，会议由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

长王重润主持。 

程瑞芳在致辞中对全体参会专家与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她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史，

指出河北经贸大学积极推进新财经教育改革，与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合作建设了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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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科教育实验基地，提出了新财经人才培养方案，旨在培养具有国家情怀、财经知识、

信息技术、职业素养、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应用型新财经专业人才，为了实现标准课目

标以新工科、新文科、新财经深度融合为发展方向，以实验班改革、先行先试引领专业

转型，并取得较好成绩 ，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学校办学能力、办

学水平和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最后程瑞芳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代表、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分社副社长赵鹏在致辞中对

我校金融学院承办此次培训会所付出的辛苦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在教育部金

融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高教社作为 18 家常务理事单位发起成立了全国高校

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其目的是为了加速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优秀师资与课程资源之间

的融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金融学类专业课程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我国

的金融教育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龙永红教授作了题为“基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课程教学全过程建设”

的主题报告。从全面课程建设的内涵和要求、基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课程教学全过程

建设方案、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介绍、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供选课程流程四个

方面展开，详细讲述了利用信息化教育平台课程构架的全过程。  

厦门大学朱孟楠教授从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出发，结合厦门大学《国

际金融学》课程的建设过程及具体举措，有针对性的探讨了《国际金融》课程建设的体

会和未来的改革建议，他强调要注重课程的“动态化”建设，与时俱进，结合科研课题研

究成果开设特别案例分析，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注重教书育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尹志超教授从课程信息、授课教师、课程目标、课程建设、课程

特色、课程群建设以及课程应用等方面讲述了《金融学》混合式教学实践探索，他强调

课程建设要以金课建设为核心，打造精品课程群，并通过系列金课的建设，培养学生具

有一定的科研实践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知识体系构建与人才深化培养问题。  

山东财经大学彭红枫教授介绍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金融工程》的课程设计理念

与教改实践，丰富详实的案例佐证介绍引人入胜，他认为要通过课程设计改革让学生信

起来、忙起来、活起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努力达到课堂教学的最

高境界。 

王重润教授作总结发言，祝贺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北地

区）骨干教师培训会取得圆满成功，感谢与会专家的精彩报告和各高校参会代表对大会

的支持及对会务组工作的高度认可。他说，这次大会展示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成

果，促进了教学理念和教学经验交流，对提升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水平、推动新财经教

育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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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东地区）骨干教

师培训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浙江工商大学共同主办，浙江

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

(华东地区)骨干教师培训会” 在浙江工商大学 下沙校区经济楼 315 教室召开。来自华东

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青岛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哈尔滨金融学院等三十

多所高校近八十位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会。 

开班仪式由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院长马丹主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李建军、（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管理分社社长郭金录致开班辞。 

整个培训会紧紧围绕金融类专业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展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副院长王辉教授以《金融工程概论》为例，分享了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的建设经

验，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吴志明教授分享了基于知识构建的《国际金融》混

合式教学经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双语教学中心主任许志教授则以《公司金融学》为例，

分享了课程生态与金课建设经验。 

在这场学术氛围浓厚的培训会中，各位专家、教师深入探讨了金融类专业的教学方

法和建设经验，不仅为未来的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理念，增添了新动力，也为日后更好地

交流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华东地区）骨干教师培训会-新闻稿 

 

 

2-1-3-5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西南地区）骨干教

师培训会 

2021 年 6 月 18 日，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广西高等学校经济学与财政金

融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广西财经学院主办，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承办、高等

教育出版社广西教学服务中心协办的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西南地区）金课

骨干教师培训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广西高等学校经济学与财政金融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博

士生导师夏飞教授，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代表赵鹏先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来



233 

 

自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湖南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财经学院等近 25 所高校 100 余

名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会。 

安徽财经大学丁忠明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王辉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张桥云教授、湖

南大学彭建刚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徐敏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李强副教授、广西财经学院

梁玉教授分别就《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概述》《商业银行经营》《金融科技》《金融学

基础》《洪涝灾害机动车辆保险查勘定损虚拟仿真实验》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国家

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做了主题报告。在当前党和国家大力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大背

景下，与会专家立足“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结合本校特色，很好地诠释了不同类型的

金课“建什么”“怎么建”“如何评”等关键性问题，也同时介绍了金融学类课程“专业+思政

元素”的融合、教育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教材的系统改革、学习过程的“增负”与“激发

潜能”、学科对课程建设的反哺与支撑等系统性、创新性的课程建设宝贵经验。 

“金融门户纳才俊，课堂变革活水来”。本次培训会展示了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成果，很好地促进了广西高校与全国知名高校的同行交流，对促进广西新金融

教育教学改革有着深刻且积极的影响。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西南地区）金课骨干教师培训会-新闻稿 

 

 

2-1-3-6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混合式金课（西北地区）骨干教

师培训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金课骨干教师培训会

（西北地区）在我校举办。同济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的专家

学者及我校骨干教师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校长方明、副校长李萍参加开幕式，开幕式

由副校长李萍主持。 

此次培训会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陕西省教指委经济学类工作委员会、西

安财经大学共同主办，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陕西省信用研究中心、西部能源经

济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陕西省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陕西省国防科

技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 4 个研究中心协办。 

会上，校长方明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学校情况，同时希望国内专家学者在金融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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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建设领域建立互联共享机制，加强交流互动，站在新时代人才需求的视角上探讨金融

人才的培养，为推动我国金融教育贡献力量。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郭金录社长在讲话中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展示最

新的课程建设成果，围绕金课建设讨论学生培养和学科建设，依托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为我国金融学教育的不断进步做出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我校开展了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思路研讨，分别由五位金融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交流了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思路和重点。四川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蒋永穆教授以“新文科建设如何体现‘新’”为题，强调了新文科建设的整体背景以

及如何实现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推动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山东财经大学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张志元教授以“金融学专业特色发展：一个案例”为题，分享艺术金融专业建

设的思路、路径和成果，展现了金融学与艺术相结合所带来的学科新活力；同济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阮青松教授以“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要点思考”为题，

展示了同济大学金融学在金融学科强校云集的上海市如何开辟出数学与金融相结合的

道路，实现了金融学教育的新突破；重庆理工大学邱冬阳教授以“《国际金融》课程建设

的几点做法及思考”为题，交流分享金融学教育如何与科研和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重庆工商大学靳景玉教授以“《创业金融》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为题，介绍

了创业金融如何由一门课程，形成了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展现了创业金融

课程建设的综合性。 

随后，我校组织开展了一流课程实践经验分享，由四位专家分享建设方案和成功经

验。黑龙江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祝洪章教授分享了国际金融课程建设的思路与课程设计；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冯林教授重点分享了金融学课程团队建设以及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在金融学教学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梁锶副教授从学情分析、教

学模式方法手段、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考核方式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一流课程《国际金融》

建设的经验；我校经济学院王军生院长分享了《金融学》一流课程建设的相关情况。 

本次培训会议为国内专家学者在金融学类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交流机会，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高校创建了金融类一流本科专业、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交流

平台，也为我校骨干教师举办了一场高层次的学习培训，提升了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进一步推进了我校深化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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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2-2-1 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开展列表（12 场） 

序号 时间 参加人员 学校 主题 

1 
2021-7-9 至

7-11 

全国 50 多所高

校的 200 余名

专家学者 

山西财经大学 
金融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

传承与融合创新 

2 
2020-12-25

至 12-27 

全国五十多所

高校的 150 余

名专家学者 

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教改：一流专业与一流

课程 

3 
2019-5-25

至 5-28 

全国 60 多所高

校和机构的专

家学者 200 余

人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金融学科的金课建设与教学

改革 

4 
2018-5-18

至 5-19 

国内 70 余所高

校的 200 多名

专家学者 

浙江工商大学 
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

问题研究 

5 
2017-9-22

至 9-23 

国内 61 所高校

的专家学者 120

余人 

安徽财经大学 
智能时代的金融教育教学改

革与创新 

6 
2016-9-9 至

9-10 

来自全国 40 多

所高校和多家

单位的 120 多

位专家代表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金融教育国际化：理念、方

式和经验 

7 
2015-10-17

至 10-18 

全国 60 多所院

校的 140 位专

家学者 

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教育理念与方法：变革

和创新 

8 
2014-11-7

至 11-8 

全国 46 所高等

院校的 111 位

专家学者 

广东财经大学 
新科技革命冲击下的金融教

育变革 

9 
2013-7-14

至 7-15 

全国 42 所高校

以及高等教育

出版社等单位

的 80 多位代表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教育的未来：创新

与发展 

10 
2012-10-12

至 10-13 

50 所高校和机

构的 80 多位代

表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协同创新与多层次金融学教

育 

11 
2011-7-28

至 7-29 

全国 31 所机构

的 60 多位代表 
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12 
2010-8-19

至 8-20 

全国 29 所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

60 多位代表 

新疆财经大学 金融学理论动向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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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部分论坛列示 

2-2-2-1 第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财经教育分会金融专业协作组主任委员单位，我校金融学院

与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协办的“金融专业协作组年会”

暨第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于 7 月 28-29 日在昆明世博花园酒店举行，来自全国 31 所

高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等机构的 60 多位代表出席了大会，

本届论坛以“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为主题，全面研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存在的问

题和解决的对策。论坛还就当前国际金融专题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校金融学院院长张礼

卿教授、副院长李建军教授、应用金融系张学勇副教授，研究生葛爽、邱杰、常川、徐

琨参加了论坛并宣读了论文。 

年会与论坛由预备会议、开幕式与主题发言、分会场讨论、闭幕式四部分组成。7

月 28 日晚举行了预备会议，张礼卿主任委员对上年度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建军副

院长介绍并演示了论坛网站建设情况，通过了增补一名副主任委员的决定及接纳 11 名

新会员的决定，就进一步建设论坛网站和设立中国金融教育教学成果奖达成一致意见。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财经教育分会金融专业协作组主任委员、我校

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先生，云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周跃教

授先后致辞，副主任委员马欣教授宣读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财经教育分会的贺信，副主

任委员王爱俭教授宣读了新会员名单。在有关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主题论坛中，“全

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东北财经大学的邢天才教授、西南财经大

学的张桥云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朱新蓉教授先后发表了演讲，美国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金融系副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姜近勇博士介绍了美国金融硕士定位与培养

模式及发展历史。在随后进行的国际金融主题论坛中，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宗良研究员发表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问题与前景”的演讲，我校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

教授发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政策议程”的演讲。 

在论坛的四个分会场上，与会者分别就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际金融专题进

行了讨论。关于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教育，参会的专家提出了包括“明确定

位、允许在职人员报考、适度提高收费标准、合理进行教材规划和建设以及突出各校特

色”等建设性意见，并建议以“协作组”名义向教育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

会）建言献策。关于国际金融专题讨论，参会者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通货膨胀治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IMF 改革、债务违约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中

一些成果对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闭幕式上，主任委员张礼卿教授做了全面总结，明确了金融专业协作组的发展定

位和方向、发展会员的基本宗旨和条件，提出了未来一年的具体工作任务，并宣布 2012

年年会暨第三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将由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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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第三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协同创新与多层次金融学教育 

10 月 12-13 日，我院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2012 年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学专业协作组年会暨第三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北京西

国贸大酒店举行，《国际金融研究》与《金融论坛》编辑部协办。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全国 35 所高

校及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机构的 80 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本届论坛以“协同创新与多

层次金融学教育”为主题，全面研讨金融学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 

在开幕式上，我院院长、金融学专业协作组主任委员张礼卿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党委书记柯文进教授分别致辞，副主任委员马欣教授宣读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财经教

育分会的贺信，副主任委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桥云教授宣读了新会员名单。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杂志副主编宗良研究员代表协办单位致辞。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由我院院长张礼卿教授主持。在本节中，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

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康霖教授、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论坛》杂

志副主编刘彪研究员和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桂荷发教授先后发表了演讲。曾康

霖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现代金融在不断发展，要求高校适应形势培养人才，金融人

才应按能力与视野划分培养层次。高级金融人才需要具有国际的视野、关联的视野、超

前的视野；中级金融人才应具备交往能力、协调能力、吸纳知识和反思的能力；初级金

融人才应着重培养实务操作。此外，曾教授还着重强调加强法制观念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论坛》杂志副主编刘彪研究员在主题

演讲中，总结了现代银行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金融人才标准，在人才教育培养上应强调

全面协调发展。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桂荷发教授着重介绍了美国知名高校金融

学专业课程设置及其对我国金融学教育的借鉴与启示，强调了金融学专业本科与硕士研

究生主干课程衔接应区分主次，突出重点。 

在下午举行的三个平行分会场上，与会代表分别就协同创新与多层次金融学教育、

金融风险管理进行了讨论。平行会场分别由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桥云教授、东

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邢天才教授、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季刚教授与浙江工

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教授主持，重点讨论了人才培养多层次与标准化之间的关系、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金融教育如何适应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等问题，并提出应加强各

学校之间的交流以促进协同创新。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龙超教授与中国银行《国

际金融研究》编辑部高级编辑李楠主持金融风险管理分会场，来自北京大学、对外经贸

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工商银行的代表就宏观金融稳定与微观金融风险报告了他们

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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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由协作组副主任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朱新蓉教授主持。

主任委员张礼卿教授在总结中提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从仅提供金融服务向综合性服务

供应商转变，金融学教育应适应现在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张教授提议各高校间应增加交

流，共同提高教育质量。最后，张教授宣布 2013 年年会暨第四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将

由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邢天才院长表达了举办论坛的信心并向与会代表发出了

邀请。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学协作组成立于 2010 年，我院为协作组

主任委员单位，主任委员为张礼卿院长，副主任委员有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桥云院

长，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副校长、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学院马欣书记，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金融学院朱新蓉主任，经过 3 年发展，协作组成员单位已经增加到 45 所大学，包

含国家金融重点学科单位、国内主要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理工与师范院校等。协作

组创立的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为我国金融学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促进

了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加强了各校间的交流与合作。 

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上海金融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贵州财经大学、广西大学、哈尔滨商业大

学、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湖南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工商学院、上海大学、上海外贸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温州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兰州商学院、河北经贸大学等 15 位

金融学院院长、24 位副院长及数十位金融学科带头人。 

 

 

2-2-2-3 第五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新科技革命冲击下的金融教育变革 

2014 年 11 月 7-8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学专业协作组年会

暨第五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广州举行，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广东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联合主办，《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金融论坛》编辑部、《零售银行》杂志社、《经

济学动态》编辑部和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科技革命冲击下

的金融教育变革”，共有来自全国 46 所高等院校的金融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研究骨干教师

共计 111 人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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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协作组于 7 日晚举行了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会议由主任委员，中

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召集。预备会议审核并通过了第二届中国金融教育

优秀研究论文的获奖名单，确定了第六届中国金融论坛的会议主题和承办单位，协商讨

论金融教育研究课题等。 

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于 8 日上午正式举行，开幕式由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邹新

月教授主持，副校长雍和明教授致欢迎辞。雍校长代表广财师生对莅临大会的专家、老

师表示感谢，并致以热烈的欢迎。主任委员张礼卿教授代表金融学专业协作组致辞，他

介绍了协作组成立五年来的运行情况，以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的宗旨，对本届论坛的筹

备、征文、评奖等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副主任委员马欣教授

宣读了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的贺信，在贺信中，财经教育分会高度评价了金融学专业

协作组的工作，感谢今年年会的举办方，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主题报告环节，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金融教育家，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的白钦先

教授发表了《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发展回顾与展望 1978-2014》的演讲。白老师肯定了金

融教育的成绩，同时也对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表现出一些的担忧。他主张要把国外学说与

中国实际结合，金融教育要与中国未来的实践需求相结合。之后，《零售银行》杂志总编

辑林巧红女士发表了《以终为始，大学如何构建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教育实践》的

演讲。她主张，金融教育要与市场对接，要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金融专业定位与目

标定位要明确，课程体系要符合实践需要，教学方式与手段需要改进，师资队伍素质需

要提高。最后，佛山集成金融集团集利财富网 CEO 陈志东发表了《互联网金融的探索

与实践》的演讲，重点就 P2P 的发展进行了详细阐释。 

主题报告之后的专题发言，先后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教授发表了《中国

经济金融新常态若干问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陈学彬教授发表了《量化投资

与程序化交易—互联网时代金融投资交易发展趋势》，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邢天

才教授发表了《新形势下的金融教育改革问题》，系列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下午的分会场讨论，由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马亚明教授主持的院长论坛，围

绕中国金融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16 位院长和系主任发表了观点，达成了六点共识。江

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主任周开国教授主持的

“新科技冲击与金融教育改革”，以及由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沈沛龙教授和云南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龙超教授主持的“金融教育与教学创新”分别讨论了九篇优秀论文，就两

大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代表在新课程开发、教学内容与手段革新、实验室建设、

外语授课、研究型大学转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优秀论文颁奖典礼，金融协作组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李建军教

授介绍了本年度征文与评奖过程，宣读了获奖名单。本年度共有 8 篇论文获奖，其中特

等奖 1 篇，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5 篇。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主办过论坛单位的领导

为论文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副主任委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桥云教

授主持了闭幕式，主任委员张礼卿教授进行了总结。最后，下届年会和论坛的承办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表达了对协作组委员的感谢，诚挚邀请与会代表明

年相约南昌。第五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落下帷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学专业协作组成立于 2010 年，同年创立

中国金融教育论坛，经过五年的发展，年会与论坛已经逐步成为国内金融学科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交流的常规化平台。会员单位涵盖了国内金融重点学科点，财经院校、综合

性大学、理工类大学，以及金融职业学院等在内的 56 家金融学科点。前四届年会和论

坛分别由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金融学

院、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金融协作组主任委员单位设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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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第八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智能时代的金融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9 月 23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

学专业协作组和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

教育分会金融学专业协作组年会暨第八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安徽财经大学举行。本

届论坛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的金融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金融论坛》编辑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国内 61

所高校的专家学者 12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我校金融学院院长、金融学专业协作组秘书长李建军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

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简要介绍了金融学协作组的发展历程和今后

的发展规划，并对当前智能时代给财经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

希望与会学者为智能时代的金融学科发展献计献策。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副秘书长李海龙

先生、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陈忠卫教授先后致辞。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任森春教

授主持开幕式。 

五位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作了主题报告。他们分别是李建军教授的“金融科技与

人才培养：对金融高等教育的思考”、上海财经大学戴国强教授的“智能化时代金融教学

改革问题探讨”、台湾淡江大学聂建中教授的“台湾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教育”、安徽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万光彩教授的“我校应用创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改革探索”、深圳市前

海长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胜利的“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金融发展及人才培养”。 

在院长（系主任）论坛和平行会场上，2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智能时代金融人才需求

新趋势、智能时代金融教育方式方法改革、智能时代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智能时代

金融课程体系设计研究、智能时代金融教学和科研能力培养等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

成果，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参会代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共同探

讨了在智能时代的金融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中，如何更好地克服困难、把握机遇，为国

家经济建设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复合型的专门人才。 

闭幕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分社副社长、副编审郭金录主持。平行会场主持人汇

报了各组讨论情况，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黄志刚博士宣读了获奖论文名单，

李建军、李海龙分别为获奖者颁奖。李建军在总结讲话中，对本届年会暨论坛的成功举

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承办方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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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第九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问题研究 

5 月 20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浙江

工商大学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2018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金融工作会

暨第九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金融人

才培养与金融问题研究”。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国际金融研究》

编辑部、《金融论坛》编辑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国内 70 余所高校的 200 多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此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教授主持。中国金融教育论坛主席、

我院张礼卿教授、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副秘书长李海龙先生、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任

志国教授分别致辞，他们介绍了金融学科建设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和今后的发展规划，对

当前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问题研究提出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希望与会学者为金

融学科发展献计献策。 

论坛的主旨演讲阶段由金融学科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我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和广东

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教授主持。六位演讲嘉宾分别围绕大会主题作了报告。国家外汇

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的几点理论思考”的报告中，回顾了中国

40 年金融改革开放的行业心理历程，总结了中国 40 年金融改革开放的逻辑经验，提出

了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待解的问题。教育部高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我院李健教授在“以课程建设为抓手落实专业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报告中，强

调了课程建设在保障专业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分享了金融学核心课程建设方面的丰

富经验。教育部高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在“讲

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大学教师的历史责任”的报告中，指出当前金融学专业教学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忽视中国案例的现象，强调重视中国案例研究和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

要意义。蚂蚁金服首席风险官俞胜法先生和铜板街创始人、董事樊笛女士分别作了题为

“金融科技的实践”和“从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看高校金融教学”的报告。两位来自新金融行

业的代表主要介绍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金融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和对金融学

专业教学提出的新挑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马丹教授的报告“浙江工商大学

金融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主要从人才培养特色和成效两方面报告了浙江工

商大学金融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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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论坛由 10 个分会场组成，包括院长（系主任）座谈会场、教学会场和科研

会场。在院长（系主任）论坛和平行会场上，10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金融人才需

求新趋势”、“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MOOC、思政与金融教学”、“金融教学

改革与创新”、“FinTech 与金融教学”、“基于课程的金融教学创新”、“金融发展与银行管

理”、“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等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

流。参会代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了在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问题研究

方面，如何更好地克服困难、把握机遇，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复合型的专

门人才。 

闭幕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分社副社长郭金录主持。首先，平行会场代表汇报了

各组讨论情况。然后金融学科建设委员会秘书长黄志刚博士宣读了获奖论文名单，并由

张礼卿教授为获奖者颁奖。最后金融学科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建军教授在总结发言中，

对本届年会暨论坛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承办方提供的热情周到服务致以诚挚

的谢意，并宣布了 2019 年第十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的承办单位名单。 

 

2-2-2-6 第十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金融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传承与

融合创新 

2021 年 7 月 10 日，由中国金融教育论坛秘书处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山

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全

国 50 多所高校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龙城，围绕“金融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传承与

融合创新”的主题，共同研讨中国金融教育高质量发展前沿问题。本次论坛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达 19.6 万人次。论坛得到了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以及全国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 

7 月 10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与山西财经大

学副校长沈沛龙教授分别致欢迎辞。李建军教授代表组委会欢迎各位来宾，他回顾了中

国金融教育论坛12年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绩，介绍了本次论坛参会和征文的情况，

并对山西财经大学承办本次会议表示由衷感谢。沈沛龙教授代表承办单位向与会代表表

示热烈的欢迎，分析了新文科建设的战略意义、历史方位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教育

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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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环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杨胜刚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与管理实

验教学中心副主任张小岗、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卞志村教授、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张亚兰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副主任陆瑶教授分别作了关于《党的百年金融

思想融入金融学教学》《守正创新，以本为本：建设一流本科专业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突出金融特色 做好价值引领——以上财金融学院课程思政工作开展为例》《基于问题

的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的整合与设计》《从专业评估看金融学专业建设》《金融史教学的

探索与实践》《大数据与实证公司研究前沿》的主题演讲，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议。 

7 月 10 日下午举行学术论坛交流活动，共设立 22 个分会场，其中包括 10 个线下

分会场与 12 个线上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研讨活动。论坛主要围绕“院长（系主任）

座谈会”、“高质量人才培养”、“课程思政育人”、“金融科技”、“资本市场”、“教育教学改

革”、“专业课程建设”、“数字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开放与普惠金融”等多个方面

的主题，参会嘉宾分享了学术研究成果，点评嘉宾从专业角度给予中肯的点评和建议，

大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交流，同时参会的其他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现场充满了浓厚的

学术氛围。诸多新鲜思维迸发火花，为本次论坛增色添彩，同时开启了中国金融教育研

究的新起点。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主持论坛理事会会议，根据线下会场秘书报

告的讨论情况，会议表决通过了本届论坛优秀论文，确定了 2022 年论坛承办单位及论

坛主题，同时还研究了其他相关事宜。 

本届论坛共收到 94 篇投稿论文，其中教育类 34 篇，学术类 60 篇，经大会评选，

共评出教学类优秀论文 10 篇、学术类优秀论文 7 篇。闭幕式上为线下分会场获奖的 6

篇优秀论文进行颁奖。最后，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易行健教授代表第十三届承办方

进行了发言。 

本次论坛成果丰硕，线上线下参会人员收获满满。本次论坛对中国金融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观点和思路，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各高校金融类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积

极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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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主要完成人示范交流情况 

3-1 成果主要完成人示范交流列表（30 场） 

序

号 
时间 

参加人

员 
会议名称 主题 

1 
2019/12/1

2 
李建军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一届峰会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智库秘书

长致辞 

2 
2020/12/1

2 
李建军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二届峰会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智库秘书

长致辞 

3 2020/3/26 李建军 
金融类专业骨干师资教学

提升训练营 
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 

4 
2020/12/1

2 
李建军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二届峰会 

金课联盟 2020 年工作总结

与 2021 年工作计划 

5 2021/1/16 李建军 

京津翼地区金融学类优质

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暨

学分互认机制研讨会 

金融学科“金课”建设进展 

6 2021/7/10 李建军 
第十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

坛 

党的百年金融思想融入金融

学教学 

7 2019/7/23 李建军 

名师谈科研与教学—2019 

年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建

设高级研讨会 

金融类专业国标解读  

8 
2020/12/1

2 
杨胜刚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二届峰会 

行业深度变革下的课程与教

材建设 

9 2019/7/24 杨胜刚 

名师谈科研与教学—2019 

年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建

设高级研讨会 

传承+创新、精品+共享，

《国际金融学》三十年课程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0 2020/3/18 刑天才 
金融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大

讲堂 
我心目中的金融研究生教育 

11 2022/1/12 王小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

盟经济管理类专业工作委

员会成立暨 2021 年度工

作会议 

新文科背景下的经管实验教

学建设 

12 2021/4/16 王小燕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

展中心主办的“高等学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

程建设研讨会 

面向高阶能力培养的金融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与国家级一

流课程建设实践 

13 2021/3/10 王小燕 

百度 1+X 区块链系统应

用与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试点工作说明会 

基于 1+X 试点的应用型本

科院校区块链人才培养改革

探索 

14 2022/9/13 王小燕 
实验教学虚拟教研室建设

与培育工作研讨会 

金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

探索与实践  

15 2020/12/5 王小燕 
经管虚拟仿真金课建设与

申报经验分享交流研讨会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与

申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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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参加人

员 
会议名称 主题 

16 
2020/12/1

2 
王小燕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二届峰会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

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

理虚拟仿真实验》经验分享 

17 
2021/10/1

6 
张小岗 

南京财经大学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建设讲座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的特

征、要点及趋势 

18 2021/7/10 张小岗 
第十二届中国金融教育论

坛 

基于问题的信息化实验教学

资源的整合与设计 

19 2020/5/20 王辉 

中央财经大学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线上研

讨会 

专业课思政元素挖掘与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的一点体会 

20 2020/6/24 王辉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 

专业课思政元素挖掘与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的一点体会 

21 
2020/11/1

4 
王辉 

第二届全国慕课教育创新

大会暨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联盟联席会 

《金融工程概论》混合式教

学：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 

22 2021/1/16 王辉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京津冀地区金融学类优

质课程共建共享经验交流

暨学分互认机制研讨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一流本科

课程情况及建设经验介绍 

23 2021/4/17 王辉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华东地区骨干教师

培训会 

基于多维重构的课程思政与

混合式教学 

24 2021/4/23 王辉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院课程思政研讨会 

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

学实践—基于《金融工程概

论》课程的思考 

25 2021/7/21 王辉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课程思

政讲座 

基于多维重构的课程思政与

混合式教学——以《金融工

程概论》为例 

26 2020/2/19 许志 
金融类专业骨干师资教学

提升训练营 

《公司金融》讲授要点与实

施 

27 
2020/12/1

2 
许志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

盟第一届峰会 

“金课”建设过程中的课程体

系——以《公司金融》为例 

28 2021/1/16 许志 

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

课联盟华东地区骨干教师

培训会 

课程生态与金课建设——以

《公司金融》为例 

29 2019/7/24 许志 

名师谈科研与教学—2019 

年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建

设高级研讨会 

营造课程生态，助力金课建

设  

30 2019/7/24 王辉 

名师谈科研与教学—2019 

年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建

设高级研讨会 

基于《金融工程概论》谈 

MOOC 建设和混合式教学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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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果完成人代表性示范交流情况列示 

3-2-1第一届全国慕课教育创新大会暨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李建军、

许志） 

11 月 17 日下午，由我校金融学院承办首届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在丽都

皇冠假日酒店成功举办。峰会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主办，中国教育智库网协办，

来自全国 140 多所高校的金融学科带头人与教师代表参加了峰会。中国知网、北京知链

科技有限公司为峰会的顺利举办提供了支持。 

17 日下午两点，峰会开幕式正式开始。联盟秘书长郭金录主持了开幕式。中国高校

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代表理事会致辞并介绍了

联盟成立的背景，目标和运行机制。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执委会主任、教育部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徐晓飞，北京高

校优质课程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林万龙，福建省高校在

线教育联盟秘书长、福建师范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程思岳，中国教育智

库联盟副秘书长徐宇华等致辞祝贺。 

随后举行了联盟机构成立仪式。联盟秘书长郭金录依次宣布了联盟课程建设委员会、

课程质量规范委员会、教师培训委员会以及联盟会员单位名单，联盟理事长李建军为三

个委员会颁发了聘书，为四十个地区培训中心颁发了牌匾。课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金融学》课程主持人卞志村，

课程质量规范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教师培训委员会

主任委员、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重润，以及联盟会员单位代表、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王倩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联盟的成立将会促进金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

断提升金融人才培养质量。 

大会主旨报告阶段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

学院院长邹亚生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处长、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货币

金融学》课程主持人蒋先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执行秘书长、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负责人、高等教育出版社定制服务与培训部主任王宏宇，北京理工

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沟通》课程主持人赵洱

岽，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双语教学中心主任、投资估值研究中心主任、首批国家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公司金融学》课程主持人许志，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

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校财经慕课（E-MOOC）

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李海龙，先后以“基于慕课的教学管理机制探索”、“新时代实验教学金

课建设”、“面向国家双万计划的金课设计、建设与应用”、“金课建设过程中的课程体系

构建”、“高校财经慕课（E-MOOC）联盟运营机制与实践”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产融结合报告阶段由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常务理事张云主持。中国知网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刘宵寅，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全宝，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陈晓华，先后以“面向

财金院系教学科研的知识大数据服务平台介绍”、“金融裂变时代的金融科技教育与金课

创新建设”、“区块链人才培养与发展之思考”为题发表了演讲。 

会上还进行了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与中国高校金

融教育金课联盟合作（课程共建、学分互认等）签字仪式。最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院长朱小能代表下一届承办单位，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辉副院长进行了会旗

交接。第二届峰会将于 2020 年秋季将在上海举办。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FCCAFE）是由全国高校各金融学科点自愿参加的基

于金融教育的金课建设联合体。发起单位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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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共 18 家单位。联

盟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3-2-2 金融类专业骨干师资教学提升训练营（李建军、许志） 

我校金融学院作为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单位，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的理事长单位，在新冠疫情导致无法正常开学授课

期间，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爱课程和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组织策划并深入开展了全国高校“金融类专业骨干师资教学提升训练营”项目。该项目邀

请了国内外金融学界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分三期推出了 24 门次专业直播课

程，深入讲解学科前沿和内涵，提供基于线上课程的教学方法指导，帮助高校金融类专

业教师快速有效地开展线上教学。训练营全程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直播，由网易

提供技术支持。 

我校国家教学名师、金融学院李健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刘志东教授，北

京市教学名师、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分别在第一期第一讲、第一期第三讲和第二期

第一讲进行了直播授课。李健教授以“导学、助学、传道、解惑——《金融学》MOOC 教

学交流”为主题，在线上分享了《金融学》MOOC 的教学经验；刘志东教授介绍了《投

资学》课程的逻辑体系和基本框架；李建军教授主讲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互

联网金融概论》课程教学的变迁”，三位教授的授课赢得了同行老师们的广泛赞誉。金融

学院“金融现代化教学创新中心”认真组织全院教师进行直播课程的学习，助力教师在战

“疫”期间教学能力和线上教学质量的提升，推动学院课程建设迈向新台阶。 

本次战“疫”训练营还邀请了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广东金融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



248 

 

专家学者、名师教授分享了他们的在线课程、翻转课程、SPOC 课程等的教学经验和课

程建设心得体会。具体授课内容和进程安排如下： 

 
来自全国 500 多所高校的 12000 余名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训练营，该项目得到了

广大一线教师和学生的高度评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支持了全国高校抗击

“疫情”期间的教学工作，体现了金融学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对于国家金融学科建设和金

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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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第二届全国慕课教育创新大会暨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李建军、

王辉、杨胜刚、王小燕） 

2 月 12 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导的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第二届峰会

在上海五角场凯悦酒店盛大开幕，此次峰会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

经济研究院承办。会议采用“线下讨论+线上实时同步直播”方式，聚焦“打造具有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实践课程等五类金课，助力

卓越金融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各种形式的探讨。中国知网为会议的顺利举办提供了

支持。来自全国近 50 所高校的百余位金融学科带头人与“五类金课”教师代表出席了峰

会现场，超 6000 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直播。 

开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教授，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先后致辞。 

李建军理事长在致辞中代表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向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对各理事会成员单位一直以来对联盟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慕课正成为推动

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首位，并逐步建立了独具

特色的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机制。疫情防控期间，联

盟坚持“质量为王，公平为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六大宝贵经

验，联合全国高校开展在线教育实践，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号召，实

现了在线教育与课堂教学的实质等效。后疫情时期，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将把握建设机遇，

为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金融教育的创新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新时代新财经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主旨演讲环节，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大学党委

书记胡金焱教授以“在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中实现金融学专业重塑”为主题，高等教育出

版社副总编辑韩筠女士以“用好国内外在线课程双平台，以一流课程推动一流专业建设”

为主题先后报告。 

我院彭俞超副教授应邀在“虚拟仿真课程论坛”环节演讲，介绍了我校首批国家级一

流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国别金融对抗虚拟仿真实验——《金融统计分析》实训平台）的

建设经验。 

联盟表彰了 2020 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为联盟组织的在线教学与学术公益训练营做

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金融教指委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胡传雨老师、金课联盟网站技

术黄文武老师获得了优秀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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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名师谈科研与教学—2019 年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建设高级研讨会（李建

军、王辉、杨胜刚、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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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的“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

课程建设研讨会（王小燕） 

4 月 16-19 日,由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虚拟现实教育应用研究院承

办，云南大学等协办的“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建设研讨会”隆重举行。我

校实验教学中心王小燕教授受邀作了《面向高阶能力培养的金融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与国

家级一流课程建设实践》主题报告。她向与会专家和教师分享了我校坚持实验教学初心，

依托两个国家级实验中心建设，面向金融行业人才能力需求，聚焦在金融特色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平台、实验课程、虚拟仿真项目上十多年来所做的探索和创新工作。同时结合

负责的国家级一流课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分析了虚

拟仿真项目从选题确定、教学设计、实验设计、申报准备等方面的思路与建设经验。 

本次会议的主旨是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

推进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加强实验教学优质资源的建设与应用，促进优质

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推动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受邀做

主题报告的专家还有来自教育部装备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福建工程学院、云南大学的高校专家。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

全国 120 余所高校的近 300 名老师参会，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对高校

教师深入理解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内涵和作用，把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的建设

要求、认定标准和发展趋势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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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相关采访报道 

4-1 中国教育报《中央财经大学牵头东中西部高校解决人才培养“资源均等化”问题

——跨校虚拟教研平台拓展金融专才培育》（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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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育见》—非凡十年 中国经济阔步迈向新征程（李建军） 

 

 

4-3《育见》—李建军教授团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培养高精尖金融人才（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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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教育报《课程思政：锻造中国未来金融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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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部官网-广东金融学院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以“互联网+实验教学”深化产学协

同育人-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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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大连晚报《学生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恩师”》（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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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材料 

1.成果完成人代表性科研项目 

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1-1 金融排斥、金融密度差异与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研究（主持人： 李

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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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征信大数据与智能化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技术方法及应用研究（主持人：

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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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主持人：杨胜刚）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1 货币政策约束下中国影子信贷市场的融资搜寻模型研究（主持人：李建

军） 

 

  



262 

 

1-2-2 基于外部冲击的汇率市场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防范问题研究（主

持人：杨胜刚） 

 

 

1-2-3 互联网环境中金融市场效率与监管理论（主持人：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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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主持人：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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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传导与演化机制实证与模拟研究（主持人：邢天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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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基于异质性关联网络的系统性风险演化机制与防范化解研究（主持人：王

辉） 

 

 

1-2-7 基于线性及非线性模型的高维金融时间序列建模：理论及应用（主持人：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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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重尾门限类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的统计推断及应用（主持人：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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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1“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研究（主持人：李建军） 

 

 

1-3-2 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问题研究（主持人：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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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完成人代表性学术专著 

2-1 专著出版列表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单位 出版社 时间 

1 
国家金融安全研究

报告（2020） 

李建军、

应展宇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 

2 现代经济学大典 
李建军、

李健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

团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3 

新时代金融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的探索

与创新 

李建军、

王辉、王

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台海出版社 2020 

4 

China's Fintech 

Explosion: 

disruption,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5 金融教学案例精选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6 
“一带一路”金融风

险研究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7 

Shadow Banking 

Scope, Origins and 

Theories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Routledge 2018 

8 

中国普惠金融体

系：理论、发展与

创新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9 金融理论与政策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0 
中国民间金融发展

研究报告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1 
中国影子金融体系

研究报告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金融业与经济发展

的协调性研究 
李建军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13 
东盟十国金融发展

中的结构特征 
李健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4 

科技金融：理论进

展与滨海金谷的构

建 

李健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15 

防范资产型通货膨

胀的货币政策新框

架 

李健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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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艺术品市场交易机

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杨胜刚 湖南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金融发展论 
杨胜刚等 湖南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18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杨胜刚 湖南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9 

19 
公共信用信息采集

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杨胜刚等 湖南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20 
比较金融制度：全

球视角（第 2 版） 
杨胜刚 湖南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1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

务 
邢天才 

东北财经

大学 
中国人大出版社 2014 

22 20 世纪金融大危机 邢天才 
东北财经

大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0 

23 
流动性冲击与金融

稳定研究 
邢天才等 

东北财经

大学 
科学出版社 2011 

24 

全球发展地平线-相

互依存的世界中的

储蓄与投资 

王辉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2013 

25 
全球经济展望——

危机、金融与增长 
王辉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26 风险管理精要 王辉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27 

证券风雨 导航实录

——监管人资本市

场口述史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1 

28 
中国科创板：理论

与实践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0 

29 量价分析实操指南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0 

30 
马丁·茨威格的华尔

街制胜之道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9 

31 最有效的市场 王汀汀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2 
新三板市场规范发

展研究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33 
新三板公司操作与

案例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34 
新三板市场运作与

创新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35 金融机构管理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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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资管时代的中国

信托理论与实践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2014 

37 
我国上市公司重大

问题研究 
王汀汀等 

中央财经

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2-2 代表性专著列示 

2-2-1《国家金融安全研究报告（2020）》（李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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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一带一路金融风险研究》（李建军等） 

 

 

2-2-3《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李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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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研究报告》（李建军等） 

 

2-2-5《科技金融：理论进展与滨海金谷的构建》（李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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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防范资产型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新框架》（李健等） 

 

2-2-7《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机制与风险管理研究》（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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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杨胜刚） 

 
2-2-9《公共信用信息采集技术及其应用研究》（杨胜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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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流动性冲击与金融稳定研究》（邢天才等） 

 

2-2-11《带厚尾噪声的金融时间序列的统计推断》（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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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量价分析实操指南》（王汀汀） 

 

2-2-13《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企业创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王汀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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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新三板市场规范发展研究》（王汀汀等） 

 
2-2-15《大资管时代的中国信托理论与实践》（王汀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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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证券风雨 导航实录——监管人资本市场口述史》（王汀汀等） 

 
2-2-17《China's Fintech Explosion: disruption, innovation and survival》（李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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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李建军

等） 

 

2-2-19《Shadow Banking Scope, Origins and Theories》（李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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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完成人社会兼职与智库服务 

3-1 社会兼职 

3-1-1 国家金融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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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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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全国金融青联优秀委员（李建军） 

 

 

3-1-4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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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李建军） 

 

 

3-1-6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理事长（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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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金融从业规范风险管理》标准起草工作组专家（王辉） 

 

 

3-1-8 甘肃省飞天学者客座教授（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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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秘书长（郭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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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库服务 

3-2-1《科学研判 精准施策—全力保障我省中小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决策参考

撰写（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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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解决疫情期间我省农村劳动力返岗复工问题的对策建议》农村发展要报

撰写（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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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密切关注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撰写（杨

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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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应建立中长期外债联动协同监管新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务信息

专报撰写（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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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关于我省推进 PPP 模式的对策建议》建言专报撰写（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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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十四五”期间金融支持广东乡村全面振兴的对策建议》决策咨询研究报

告撰写（王小燕）  

 



292 

 

3-2-7《全球疫情蔓延对我省金融业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决策咨询研究报告撰

写（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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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关于******************，建议******************》决策咨询研究报

告撰写（王小燕） 

 

 

3-2-9《关于***********************，***************建议》决策咨询研究

报告撰写（王小燕） 

 

 

3-2-10《充分*******************》研究成果上报（张小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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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更新《中国企业资本成本参数》为资本市场投资估值时间提供可靠参数

（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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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完成人科研成果获奖 

4-1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未观测金融与经济运行》

（李建军等） 

 

 

4-2 第十五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南金融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

的对策研究》（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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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信用环境评价的关键技术、评估方法与实际应

用》（杨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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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基于“金融加

速器”理论的视角》（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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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研究报

告》（郭金录） 

 

 

4-6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基于资产负债管理的我国巨灾再保险定价

研究》（邢天才） 

 



299 

 

4-7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流动性冲击与金融稳定研究》（邢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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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成果奖（第六届）三等奖《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

研究》（邢天才） 

 

 

4-9 2014 年度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A Simplified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王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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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2017 年度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Inference for Spatial Dynamic 

Panel Model with Different Spatial dependence Characterizations》（王辉等） 

 

 

4-11 2022 年第十九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优秀论文《银行脆弱性、金融

监管与流动性储备》（王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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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果完成人代表论文列表（67 篇） 

序

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期刊 期刊等级 时间 

1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政策不连续性、非金融

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

业创新 

世界经济 CSSCI 2022.4 

2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

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

责任承担 

金融研究 CSSCI 2021.9 

3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银行金融科技与普惠

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财务增进效应的

微观证据 

经 济 学

（季刊） 
CSSCI 2021.5 

4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

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

实向虚” 

金融研究 CSSCI 2020.8 

5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银行金融科技绩

效与金融服务数字化

转型 

兰州大学

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 

CSSCI 2020.5 

6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

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

证分析 

经济研究 CSSCI 2020.4 

7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企业

信贷融资增进效应与

异质性 

世界经济 CSSCI 2020.2 

8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

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金融研究 CSSCI 2020.1 

9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

化与经营风险 
经济研究 CSSCI 2019.8 

10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全球化真的损害了发

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吗

——来自全球化收益

分配及其决定因素的

证据 

经济学家 CSSCI 2019.7 

11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

贫困减缓——推进效

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

选择 

金融研究 CSSCI 2019.3 

12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增

进了沿线国家基础设

施绩效？ 

兰州大学

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 

CSSCI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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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期刊 期刊等级 时间 

13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内外融资条件、融资约

束与企业绩效——来

自京津冀地区企业调

查的新证据 

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

理 

CSSCI 2018.7 

14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

设、经济发展与金融要

素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8.2 

15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

企业金融化 

中国工业

经济 
CSSCI 2018.1 

16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金融排斥、金融密度与

普惠金融——理论逻

辑、评价指标与实践检

验 

兰州大学

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 

CSSCI 2017.7 

17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小企业过桥贷款投

融资的财务效应 
金融研究 CSSCI 2017.3 

18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

化与融资结构——中

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

据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7.1 

19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基于替代性汇款体系

的跨境热钱规模与影

响因素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6.9 

20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小企业金融排斥的

财务结构效应——来

自我国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管理 CSSCI 2016.6 

21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小企业金融排斥的

省域差异 

经济理论

与经济管

理 

CSSCI 2015.8 

22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搜寻成本、网络效应与

普惠金融的渠道价值

——互联网借贷平台

与商业银行的小微融

资选择比较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5.1 

23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影子银行形成机

理与宏观效应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5.1 

24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影子银行部门系

统性风险的形成、影响

与应用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

研究 

CSSCI 2014.8 

25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互联网借贷债权转让

的合法性、风险与监管

对策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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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期刊 期刊等级 时间 

26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分离均衡信贷市

场的利率定价——搜

寻效率与风险因素检

验 

金融研究 CSSCI 2014.1 

27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结

构、融资成本与影子信

贷市场发展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3.5 

28 
李 建 军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改

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探

析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1.8 

29 李建军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未观测金融"指标

体系的设计与测估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

研究 

CSSCI 2010.5 

30 李建军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

的变化:1978-2008 年 
金融研究 CSSCI 2010.4 

31 李健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货币的资产化和非实

体化比率对不同价格

影响的差异性 

财贸经济 CSSCI 2016.8 

32 李健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

结构互动：粤鄂桂三省

（区）例证 

改革 CSSCI 2012.6 

33 李健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差异性金融结构“互嵌”

式“耦合”效应——基于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

作的实证 

经济研究 CSSCI 2012.1 

34 李健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推动房价上涨的货币

因素研究 
金融研究 CSSCI 2011.5 

35 
蒋 先 玲

等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学 

第三方支付态势与监

管:自互联网金融观察 
改革 CSSCI 2014.6 

36 
蒋 先 玲

等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学 

春节文化、一月价值溢

价效应与投资者非理

性投资 

财贸经济 CSSCI 2012.7 

37 
蒋 先 玲

等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学 

汇率预期对境外人民

币需求的影响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2.1 

38 
蒋 先 玲

等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学 

金融发展对 FDI溢出效

应的影响——基于人

力资本流动视角的分

析 

财贸经济 CSSCI 2011.5 

39 
杨 胜 刚

等 

湖 南 大

学 

外汇风险对冲影响企

业绩效吗? 
经济管理 CSSCI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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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期刊 期刊等级 时间 

40 
杨 胜 刚

等 

湖 南 大

学 

资产短缺与实体经济

发展——基于中国区

域视角 

中国社会

科学 
CSSCI 2018.7 

41 
杨 胜 刚

等 

湖 南 大

学 

基于或有权益法的中

国主权风险研究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2.1 

42 
杨 胜 刚

等 

湖 南 大

学 

中国是否存在金融加

速 器效应 ?—— 基于

VEC 模型的实证检验 

经济管理 CSSCI 2011.7 

43 
杨 胜 刚

等 

湖 南 大

学 

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是否被低估?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1.7 

44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银行业集中度与间接

融资比率对 FDI经济溢

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9.8 

45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中国安全金融资产短

缺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研究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8.9 

46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金融结构、通胀预期与

融资成本短期波动:基

于 VEC 模型的实证研

究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7.6 

47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异质性交易者、混合策

略与人民币汇率决定

机制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7.4 

48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资本错配、企业规模、

经济周期和资本边际

生产率——基于 1992-

2013 年我国制造业上

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5.4 

49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经济周期战略对商业

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3.5 

50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

究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3.2 

51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次贷危机时期的资产

支持商业票据市场—

—基于 GMM 方法对美

国 ABCP 市场的检验 

宏观经济

研究 
CSSCI 2012.7 

52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

机——基于“金融加速

器”理论的视角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1.1 

53 
邢 天 才

等 

东 北 财

经大学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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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关系的实证分析 

54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银行间市场网络稳定

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优应对策略: 政府控

股视角 

经济研究 CSSCI 2021.1 

55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基于动态因子 Copula

模型的我国银行系统

性风险度量 

金融研究 CSSCI 2020.1 

56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基 于 结 构 转 换

PTTGARCH 模型沪深

股市波动率的估计 

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

践 

CSSCI 2016.9 

57 王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带 厚 尾 噪 声 的

TGARCH 模型的估计

及检验：一个统一的框

架 

中国科学 CSCD 2016.6 

58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基于内部视角的中国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系

统性风险传染测度研

究 

国际金融

研究 
CSSCI 2015.9 

59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Restricted normal 

mixture QMLE for non-

stationary 

TGARCH(1,1) models 

中国科学 CSCD 2014.7 

60 王辉 
中 央 财

经大学 

Asymptotic Theory of 

Univariate GARCH 

Estimation: Stationary 

and Nonstationary Case 

数学进展 CSCD 2013.4 

61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长期均衡、价格倒逼与

自有住房价格影响—

我国 PPI 与修正后 CPI

传导机制研究 

南开经济

研究 
CSSCI 2013.1 

62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我国 PPI 与修正后 CPI

分类指数传导机制研

究 

财政研究 CSSCI 2013.1 

63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农产品期货套期

保值非对称效应研究 
统计研究 CSSCI 2012.7 

64 王辉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中国商品期货动态套

期保值研究:基于修正

ADCC 和 DADCC-

GARCH 模型的分析 

世界经济 CSSCI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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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辉 
中 央 财

经大学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

根源、影响与启示 
财政研究 CSSCI 2010.5 

66 
王 汀 汀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FDI 与中国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升级：基于上

下游产业关联的微观

检验 

金融研究 CSSCI 2018.6 

67 
王 汀 汀

等 

中 央 财

经大学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

公告效应及动机分析 

中国社会

科学 
CSSCI 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