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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简介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的前身是深圳大学经济管理系，于 1983 年深圳大学创校

时成立，由中国人民大学援建。1985 年经济管理系分置为经济系与管理系，1987

年经济系分为经济系和国际金融贸易系，1997 年 5 月原经济系、国际金融贸易

系和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联合组建经济学院。 

学院学科专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现拥有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供应链

管理（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本科专业；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

应用经济学一级硕士点，统计学一级硕士点和会计学二级硕士点；拥有会计专业

硕士 MPACC、金融专业硕士 MF、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MIB 及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MAS；拥有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现与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和诺丁

汉大学等多所国内外著名高校商学院开展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其中，理论经济

学为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为省级重点扶持学科。金融学为国家级特

色专业和广东省名牌专业。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学三个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

建设点；国际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两个专业是广东省一流本科建设点。《微观

经济学》是省级精品课程，2020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金融学》2023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11 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学院成为广东省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学院汇聚了一批经济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形成了一支结构均衡、具有奉献

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学术团队。现有教职工 156 人，专任教师 118 人，其中：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会士(RSA Fellow) 1 人，国家优

青 1 人，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 2 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 人，广东省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珠江学者 1 人；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40 人；

博士生导师 22 人，教授 24 人，副教授 42 人，助理教授或讲师 52 人。  

学院人才培养方面创新务实、特色鲜明。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立

数理金融特色班、ACCA 特色班、CFA 特色班、投资科学国际接轨班、金融风险

管理班、供应链金融和商业保理特色班以及国际经贸与英语实验班。在校全日制

本科生 2416 人，全日制硕士 376 人，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430 人，博士 21 人，联

合培养博士 23 人，共计 3266 人。拥有综合专业实验室、现代物流实验室、物联

网实验教学平台三个实验室；拥有“广东省实验教学中心”。 

学院科研实力稳步提升，学术影响力日益凸显。设立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地区编辑部，参与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实验室，与

中国银行业协会共建银行业数字金融联合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以及

咨询类科研项目。学术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等中文权威期刊，以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JASA)》、《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MSOM)》、《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等国际权威期刊。  

学院坚持“文化引领、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一流

学科和专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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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整体议程 

会议地点：资本市场学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沁园二路 2 号） 

时间：2024 年 6 月 21 日-22 日 

日期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6 月 21 日 14：00-21：00 
报到注册 

C2 栋一楼学员注册中心 
办理入住 

6 月 22 日 

7：30-8：30 早餐 B 栋 1 楼学员餐厅 

8：30-8：50 开幕式 A 栋 501 

8：50-9：00 合影 A 栋 1 楼台阶 

9：00-10：30 主旨演讲 A 栋 501 

10：30-10：50 茶歇 A 栋 501 茶歇区 

10：50-12：10 圆桌讨论 A 栋 501 

12：10-13：00 午餐 B 栋 1 楼学员餐厅 

13：30-15：00 

平行学术论坛 1 A 栋 217 

平行学术论坛 2 A 栋 218 

平行学术论坛 3 A 栋 225 

平行学术论坛 4 A 栋 318 

平行学术论坛 5 A 栋 418 

15：00-15：20 茶歇 会议室外 

15：20-16：50 

平行学术论坛 6 A 栋 217 

平行学术论坛 7 A 栋 218 

平行学术论坛 8 A 栋 225 

平行学术论坛 9 A 栋 318 

平行学术论坛 10 A 栋 418 

17：00-18：00 晚餐 B 栋 1 楼学员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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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具体议程 

开幕式 

地点：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501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8：30-9：00 

开幕式 

与会嘉宾介绍 

郑尊信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深圳大学校领导   致辞 

中央财经大学校领导    致辞 

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法事业部领导  致辞 

合影留念：A 栋 1 楼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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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及圆桌讨论 

地点：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501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9：00-9：30 

主旨演讲 1 

演讲题目：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思考 

演讲嘉宾：李涛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 

彭俞超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副院长 

9：30-10：00 

主旨演讲 2 

演讲题目：金融数据合成与数据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演讲嘉宾：张顺明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10：00-10：30 

主旨演讲 3 

演讲题目：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价值及安全边际：

理论与实证 

演讲嘉宾：刘晓星教授 东南大学 

10：30-10：50 茶歇：A 栋 501 茶歇区 

10：50-12：10 

圆桌讨论 

 

郭峰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郭晔教授    厦门大学 

蒋海教授    暨南大学 

彭俞超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 

宋科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 

王义中教授  浙江大学 

张勋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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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1：金融科技与强国建设 

 

时间 6 月 22 日 13：30-15：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17 

Session 1 主持人：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 

13：30-14：00 

 

论文名称：《金融科技发展与统一大市场建设 ——基于要

素流动的视角》 

论文作者：张正平 赵魏兰 

报告人：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 

点评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14：00-14：30 

 

论文名称：《以科技金融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金融

强国建设》 

论文作者：吴垠 段艾曦 

报告人：吴垠（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 

14：30-15：00 

 

论文名称：《What can Individual Investors Learn from 

Posting? Evidence from a Fintech Platform in China》 

论文作者：Shixiang Cao, Zhigang Qiu, Luyao Shen, Ke Song 

报告人：邱志刚（中国人民大学） 

点评人：吴垠（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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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2：金融科技与资产定价 

 

时间 6 月 22 日 13：30-15：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18 

Session 2 主持人：杨璐（深圳大学） 

13：30-14：00 

 

论文名称：《Style Switching and Asset Pricing》 

论文作者：Huaixin Wang 

报告人：王槐鑫（清华大学） 

点评人：杨璐（深圳大学） 

14：00-14：30 

 

论文名称：《ChatGPT, Stock Market Predictability and Links 

to the Macroeconomy》 

论文作者：Jian Chen, Guohao Tang, Guofu Zhou, Wu Zhu  

报告人：陈坚（厦门大学） 

点评人：郭旭（深圳大学） 

14：30-15：00 

 

论文名称：《Gambling preference and IPO premium》 

论文作者：Lu Yang, Zihan Luo 

报告人：杨璐（深圳大学） 

点评人：陈坚（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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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3：机器学习应用 

 

时间 6 月 22 日 13：30-15：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25 

Session 3 主持人：吴洪（深圳大学）  

13：30-14：00 

 

论文名称：《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mechanisms, green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论文作者：Bingxi Peng, Qiaoqin Xiong, Zunxin Zheng 

报告人：彭秉曦（深圳大学） 

点评人：毛越（中南大学） 

14：00-14：30 

 

论文名称：《基于机器学习的中国国债收益率预测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论文作者：林木材 洪智武 李信达 

报告人：洪智武（中国政法大学） 

点评人：唐文金（南方科技大学） 

14：30-15：00 

 

论文名称：《图以类聚：卷积神经网络、投资者异质性与

中国股市预测性》 

论文作者：方雨桥 郑行健 李峰 

报告人：方雨桥（上海交通大学） 

点评人：洪智武（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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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4：金融科技与风险管理 

 

时间 6 月 22 日 13：30-15：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318 

Session 4 主持人：倪骁然（厦门大学）  

13：30-14：00 

 

论文名称：《数字信贷缓解了家庭收入脆弱性吗？》 

论文作者：王海军 杜宪策 葛晨 

报告人：杜宪策（北京物资学院） 

点评人：孙雨桐（中国科学院） 

14：00-14：30 

 

论文名称：《Financial Crim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rimes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论文作者：Caiquan Bai, Huimin Wang, Qihang Xue, Yaping 

Zhao 

报告人：薛启航（山东大学） 

点评人：杜宪策（北京物资学院） 

14：30-15：00 

 

论文名称：《Contagious Greenwashing Investment》 

论文作者：Yutong Sun, Shangrong Jiang, Shouyang Wang 

报告人：孙雨桐（中国科学院） 

点评人：薛启航（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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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5：可持续投资与 ESG 1 

 

时间 6 月 22 日 13：30-15：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418 

Session 5 主持人：高翔（上海商学院） 

13：30-14：00 

 

论文名称：《Shifting risk preferences of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idst the U.S.-

China Trade War》 

论文作者：徐海峰 杨璐 

报告人：徐海峰（厦门大学） 

点评人：Imran Yousaf（温州肯恩大学） 

14：00-14：30 

 

论文名称：《SDG performance and stock returns: fresh 

insights from China》 

论文作者：Chen Zhang-Hangjian, Xu Mengqing, Ren Fei, 

Xiong Xiong  

报告人：陈张杭健（安徽大学） 

点评人：徐海峰（厦门大学） 

14：30-15：00 

 

论文名称：《CEO R&D experience and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作者：Imran Yousaf 

报告人：Imran Yousaf（温州肯恩大学） 

点评人：陈张杭健（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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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6：数字金融 

 

时间 6 月 22 日 15：20-16：5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17 

Session 6 主持人：王天宇（清华大学） 

15：20-15：50 

 

论文名称：《性别红利：数字普惠金融与女性偏向性创

业》 

论文作者：严攀 吕勇斌 

报告人：严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点评人：许泳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50-16：20 

 

论文名称：《数字金融与信息垄断利率》 

论文作者：郭晔 蔡航 方颖 

报告人：蔡航（厦门大学） 

点评人：严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6：20-16：50 

 

论文名称：《垄断还是普惠？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论文作者：许泳昊 邹文博 盛大林 

报告人：许泳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点评人：蔡航（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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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7：金融科技与数字创新 

 

时间 6 月 22 日 15：20-16：5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18 

Session 7 主持人：杨光（南开大学） 

15：20-15：50 

 

论文名称：《Digital Innovation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Supply Chain Contagion》 

论文作者：Jiayi Yan, Zishen Tang, Kai Yang, Xinyue Fan 

报告人：汤梓燊（北京师范大学） 

点评人：杨光（南开大学） 

15：50-16：20 

 

论文名称：《金融素养赋能青年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的实证检验》 

论文作者：穆远东 张晟 任康钰 

报告人：穆远东（北京外国语大学） 

点评人：汤梓燊（北京师范大学） 

16：20-16：50 

 

论文名称：《移动支付、经济内循环激励与家庭杠杆率》 

论文作者：彭俞超 冯艺苑 李建军 

报告人：彭俞超（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穆远东（北京外国语大学） 

 



14 

 

平行学术论坛 8：衍生品及加密货币 

 

时间 6 月 22 日 15：20-16：5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225 

Session 8 主持人：蒋丹凌（Stony Brook University） 

15：20-15：50 

 

论文名称：《Investor Composition and the Market for Music 

Non-Fungible Tokens (NFTs)》 

论文作者：Danling Jiang, Lin Sun, Lolita Nazarov, Jiarong 

Chen, Yihan Yang, Xinning Guo  

报告人：蒋丹凌（Stony Brook University） 

点评人：郑建东（上海财经大学） 

15：50-16：20 

 

论文名称：《The "night effect" of intraday trad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futures market》 

论文作者：Gaoping Ma, Elie Bouri, Yahua Xu, Z. Ivy Zhou 

报告人：徐雅华（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蒋丹凌（Stony Brook University） 

16：20-16：50 

 

论文名称：《投资者—管理层的非对称互动、信息供给与

企业违规行为》 

论文作者：郑建东 郭峰 

报告人：郑建东（上海财经大学） 

点评人：徐雅华（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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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9：金融科技与信贷市场 

 

时间 6 月 22 日 15：20-16：5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318 

Session 9 主持人：冯绪（天津大学） 

15：20-15：50 

 

论文名称：《Public Data Sharing and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论文作者：Chunzi Huang  

报告人：黄錞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点评人：吴琬婷（北京物资学院） 

15：50-16：20 

 

论文名称：《Interconnected Cycles: Unraveling Global Dynamics 

in National Debt Security Assessment and Spillover Impacts》 

论文作者：Yang Liu, Aihua Wang, Rong Tan 

报告人：王爱花（天津财经大学） 

点评人：黄錞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16：20-16：50 

 

论文名称：《银企预期分歧与企业期限错配》 

论文作者：李建军 吴琬婷 彭俞超  

报告人：吴琬婷（北京物资学院） 

点评人：王爱花（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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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学术论坛 10：可持续投资与 ESG 2 

 

时间 6 月 22 日 15：20-17：00 

地点 资本市场学院 A 栋 418 

Session 10 主持人：郭旭（深圳大学） 

15：20-15：50 

 

论文名称：《Is disagreement beneficial? Evidence from ESG 

ratings》 

论文作者：Libo Yin, Xiaoye Zhu, Zhi Su 

报告人：朱晓野（中央财经大学） 

点评人：彭秉曦（深圳大学） 

15：50-16：20 

 

论文名称：《Mandatory vs. Voluntary: The Effect of ESG 

Disclosures on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 

论文作者：Xue Cui, Ruochen Li, Shuyu Xue, Xiaomei Zhang 

报告人：李若晨（西南财经大学） 

点评人：朱晓野（中央财经大学） 

16：20-16：50 论文名称：《ESG 与企业信用评价 ——基于可解释性人

工智能的经验证据》 

论文作者：陈晓红 毛越 危平 傅文润 

报告人：毛越（中南大学） 

点评人：李若晨（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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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嘉宾介绍 
 

李涛，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项目入选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北京市卓越青年科

学家项目人选；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文化与经济等。 

曾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 年 1 月加入中央财经大学，先后任经济学院

副院长、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党总支书记、院长。2017 年 12 月任

校长助理。2022 年 7 月起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张顺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高层次

人才。至今已经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七项。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Mathematical Finance，Journal of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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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nance 以及《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和《经济学(季刊)》

等国际国内期刊发表 100 多篇学术论文。同时担任中国农业大学、福

州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及新疆财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特聘教

授和讲座(客座)教授。 

 

刘晓星，博士，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二级教授，金融学专业和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金

融系主任，全国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江

苏省资本市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

科技创业导师，东南大学金融安全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主任，东南大学

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委员，《计量经济学

报》编委。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

安全与金融智能。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已经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管理

科学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Resources Policy》、《Finance Research Lett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Energy》、《管理工程学报》、《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得 6 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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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利，出版专著 5 部。 

 

郭峰，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金

融学博士后，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投资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教

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数实融合与

智能治理实验室执行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ESG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劳动经济学会新经济与新就业专委会常务理

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以及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等范畴。在《经济研

究》（2）、《管理世界》（3）、《经济学季刊》（6）、《管理科学学报》，

Research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中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11 篇论文

引用率破百，2 篇论文引用率破千(《经济学季刊》创刊以来引用率最

高 3 篇论文中的 2 篇)。研究成果获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并 3 次

获评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尖峰奖”或“先锋奖”（共评选 4 次）。

另在主流媒体发表经济时评 9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合（参）著多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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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晔，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院副院长。教

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首席专家，全国金融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

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福建省金

融学会理事，福建省高层次引进人才，厦门市

重点人才。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宏观金融和银行学的研究，先后在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科学学报》、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多篇，出版专著 2 部，教材 1 部。

作为负责人（含子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级课题 5 项，主持省部级等

横向课题十余项。曾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副主编）、福建省第十三届和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蒋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

任、教授（三级）、博士生导师。美国奥本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全国金融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

广东省金融学专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广东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

委员；《南方金融》副主编；《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 Policy》编

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博士后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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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杂志

匿名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金融监、公司治理和金融机构管理，近年来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China 

Economic Review、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Trade 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10 项，获得广东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等十多项省部级奖励。 

 

彭俞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青年龙马学者，全国

金融青联委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丝路金融研究

中心主任。国家级线下本科一流课程主持人，

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团队、第二

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员。主

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经济、银行与公司金

融。近年来，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获得第九届高等学

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青年成果奖，厦门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普华永道 PwC3535 优秀论文奖等。多项咨政报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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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批示或部委采纳。 

 

宋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吴玉章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

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深圳）执行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

币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科技研究所执行所长、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金融学

会理事、《应用经济学评论》学术副主编、金融科技 50 人论坛学术委

员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中国

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书院建设与管理中心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国际金融等领域研究。先后在《管

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研究》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黄达传

略》《人民币国际化新论：逻辑与经验》《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等，主

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多项省部级以上重大课题。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22 年世界经济学最佳论文 TOP10、国际金

融学 TOP1 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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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

院长。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获得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2010）、浙江省优秀博士后

（2011）、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19）。

曾任浙江省舟山市金融办副主任（2015-2017，

挂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和宏观金融。 

 

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 2022 年度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财经

处副处长（挂职），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院

长助理，兼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

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数字经济与数字

金融、区域经济和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社会

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统计研究》、《经济学（季刊）》、

JBF、JPE、World Development 等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全球经济学

与商学领域前 1% ESI 高被引论文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青年项目在绩效评估中被评为

“特优”。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洪银兴经

济学奖（青年）和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等多项学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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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信息 

会议地点：资本市场学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沁园二路 2 号） 

⚫ 深圳机场出发：乘地铁 11 号线到前海湾站，转 5 号线至西丽

站，转 7 号线至西丽湖站，B 口出站步行 1000 米到达学院。出

租车约 85 元。 

⚫ 深圳北高铁站出发：乘地铁 5 号线至西丽站，转 7 号线至西丽湖

站，B 口出站步行 1000 米到达学院。出租车约 35 元。 

⚫ 福田高铁站出发：乘地铁 2 号线至安托山站，转 7 号线至西丽湖

站，B 口出站步行 1000 米到达学院。出租车约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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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可供休闲的场所 

⚫ 学院内有室外网球场、室内游泳馆、室内羽毛球场、室内乒乓球场等。 

⚫ 开放时间：室内游泳馆为 18:00-21:00；室内乒乓球馆、室内羽毛球馆、

室外网球场为 18:00-22:00。如需使用需提前致电体育馆前台预订，电

话:0755-2665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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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持期刊介绍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创刊于1981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财经

大学主办。作为高质量的财经类学术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是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之“财政、国家财政类”核心期

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

价核心期刊，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并与

多个网络学术平台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循“立足中

国财经实践、研究中国财经理论”的办刊宗旨，及时追踪经济管理理

论前沿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成果，为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

的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科研院所从事经济和管理研究的专业人员、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公务员和政策研究者、各类企业的管理者和研究

者，以及全球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读者提供服务。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被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

国高校权威社科期刊”，被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分

会评为“北京市高校权威社科期刊”,“财政税收”栏目获评北京高校

社科学报特色栏目。学报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高 转载期刊名录并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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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设“财政税收”、“金融保险”，“财务与会

计”、“理论经济”和“工商管理”等固定栏目，“公共管理”、“区域经

济”、“国际经济”和“案例研究”等流动栏目以及“研究阐释党的二

十大精神”等专栏。   

自创刊以来，经过多年的积淀和不断完善，《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已形成优质的学术品牌，所发表的论文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得到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广泛认可，为国家经济理论研究和政

策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类学科建设与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 

主 编： 王广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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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经济研究》简介 

《南开经济研究》创刊于 1985 年，现

为“中国期刊方阵”的双效期刊，入选国

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为第一批

CSSCI 重要的来源期刊，被全国各大数据

库和多家载体收录。本刊是综合性经济理

论刊物，在国内外广大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的爱护、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已经成为我

国经济学界学术理论的重要核心期刊之一。 

  《南开经济研究》为南开大学主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

由《南开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单月

刊），每月 22 日出版，刊型标准为 16 开本，每期 180 页。 

  （1）本刊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认真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办刊指导思想，积极选登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学

派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本刊注重基础性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化战略型编辑队伍，

坚持一专多能、一职多用的编辑培养方向；建立了具有一定特色的

办刊运行机制，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制定了一系

列制度规定，形成了“预先筹划、计划组织、激励约束”的编刊程

序，有效地推动了刊物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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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刊突出特色，关注重大现实题材。积极选用国家急需的

研究成果，适时推出高质量的文章，为领导机关、实际部门、教学

科研一线提供了研究成果的转化平台和载体。本刊文章形式多样，

有各专业的经济论文、调查报告、问题讨论、学术介绍，以及书评

等。刊物注重科学统筹学科专业建设与现代化全面建设的相互关

系，在实践中不断凝练出自身发展特色。 

  （4）本刊为促进学术交流，更好地满足作者和读者的需求。在

期刊栏目建设方面，2018 年增设“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栏，用于刊

登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或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相关经

济类文章。2019 年开通“南开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目前实现了

文章检索、查阅稿件、查看动态等基础功能，并开放了全文获取功

能，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丰富了学术传播方式。 

主 编： 李坤望 

副主编： 盛斌 周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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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学报》简介 

《管理科学学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于 1998 年创立，是全国

性管理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首任主编为

已故著名管理科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成思危先生；现任主编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主任丁烈云院士。本

刊目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

学部与天津大学共同主办，编辑部设在天津大学。 

本刊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认定为管理科学 A 级

重要期刊，入选“FMS 管理科学高质量中文期刊”， 2012 -2021 连续

十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2021 年首批入选《智

库期刊群 1.0 版》。同时，本刊还被列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

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入编期刊，《中国科技信息所科技期刊源》检索用刊，《万方数据资源

系统数据化期刊群》选用期刊，并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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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季刊》是由中国金融学年会和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合主办的专业学术刊

物，刊登涵盖公司金融、家庭金融、行为金

融、资产定价、金融科技、数字金融、国家

金融、货币金融、金融风险等研究领域的高

水平学术论文。连续多年入选 CSSCI（集刊），

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

校评定职称、博士毕业要求的入选期刊。 

联席主编：李善民 许年行 杨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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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简介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ECR) is a quarterly peer-

reviewed (double blind) journal with both 

paper and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t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report new advances on all topics related to 

electronic commerc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The journal focuses on 

electronic commerce including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nabling technologies.  

The Journal strongly encourages electronic submissions to expedite 

processing and to advise authors of their paper status. The target turnaround 

time is 4 months from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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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简介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RIBAF) seeks to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as a premier scholarly vehicle of 

academic finance. The Journal publishes high 

quality, insightful, well-written papers that 

explore current and new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apers that foster dialogue,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risk-taking in financial studies; as well as shed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e and broader societal concerns are 

particularly appreciated. The Journal welcomes submissions that seek to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academic finance and otherwise challenge the 

discipline. Papers studying finance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apers that examine topical issues using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data 

sets are welcome. Single-country studie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rovided that they develop novel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r fall within the Journal's priority theme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single-country studies communicate to the reader 

why the particular chosen country is especially relevant to the issue being 

investig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