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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金融风险与监管”学术论坛（2023）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将于 11 月 4 日主办第五届“金融风险与监管”

学术论坛（2023）。届时，会议将紧密围绕当前阶段中国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的

各类问题展开研讨，从多个切入点剖析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的新变化。为坚定不

移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不断化解金融重大风险、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重要

作用等方面提出新对策，为“十四五”规划擘画的宏伟蓝图添砖加瓦。

：2023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广东金融学院广州天河校区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中心”



会议日程安排

11月4日（星期六）8:30-17:00
地址：广东金融学院广州天河校区北教北阶103

第一单元（8:30-8:45）
主持人：孙进军 副院长

8:30-8:40
致辞

校领导：易行健副校长

院领导：项后军院长

8:40-8:45 合影

第二单元（8:45-11:40）
上半场8:45-10:05

主持人：孙进军 副院长

8:45-9:05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汇报人：方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9:05-9:20
评论人1：赵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2：王浩楠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9:20-9:25 自由评论

9:25-9:45

Outside the LCR Box: The Impact of Liquidity Regulation on Banks
in China
汇报人：刘冲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9:45-10:00
评论人1：张勇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2：胡妍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0:00-10:05 自由评论

10:05-10:20 茶歇

下半场10:20-11:40
主持人：刘昊虹 副院长

10:20-10:40
《担而不保？中国债券担保的底层认证机制》

汇报人：张一林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10:40-10:55
评论人1：李增福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评论人2：杨小欣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0:55-11:00 自由评论

11:00-11:20

Default dependence in the insurance and banking sectors: A copula
approach
汇报人：张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11:20-11:35
评论人1：李政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2：刘若冰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1:35-11:40 自由评论

11:40-13:30 午餐及午休



第三单元（13:30-17:00）
上半场：13:30-15:45

主持人：李日新 副院长

13:30-13:50
《信贷政策限制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汇报人：李明辉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

13:50-14:05
评论人1：钟永红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评论人2：李瑞鹏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4:05-14:10 自由评论

14:10-14:30
《地方财政压力、信贷配置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

汇报人：刘贯春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14:30-14:45
评论人1：明雷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评论人2：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4:45-14:50 自由讨论

14:50-15:10

Does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Promote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汇报人：司登奎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5:10-15:25
评论人1：战明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2：周亚拿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5:25-15:30 自由评论

15:30-15:45 茶歇

下半场：15:45-17:00
主持人：李颖帅 《金融监管研究》编辑部负责人

15:45-16:05
《低碳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汇报人：王道平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16:05-16:20
评论人1：蔡卫星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评论人2：彭俊华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6:20-16:25 自由评论

16:25-16:45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

汇报人：王营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16:45-17:00
评论人1：刘晓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评论人2：林爱杰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17:00 晚餐



研讨论文摘要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汇报人：方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摘要：银行金融科技已成为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驱动

因素之一，但是银行金融科技是否有利于金融稳定仍然有待验证。本文基于

2007 -2021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季度数据，自主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并将系

统性风险分解的思想引入银行金融科技的研究领域，探讨银行金融科技如何影

响银行个体尾部风险和关联风险，进而如何作用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首先

，就影响作用而言，银行金融科技降低了银行个体尾部风险，但增加了关联风

险。其次，就渠道机制而言，银行金融科技通过减少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提

高经营效率，改善信息披露质量以促进合规经营，以及提高特许经营价值，从

而使得降低银行个体尾部风险。然而，银行金融科技促进了银行之间的学习和

模仿，增加了技术关联，强化了银行贷款的行业关联性，进而加强了关联风险

。再次，本文还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影响系统性风险、个体风险和关联风险的

动态效应。最后，本文提出必须加强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系

统性金融风险。

Outside the LCR Box: The Impact of Liquidity Regulation on Banks in China
汇报人：刘冲（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a liquidity regulation policy
on the banking sector in China. Since 2014, banks subject to the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 have neith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holdings of qualified high-
quality liquid assets, no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portion of loan assets. The
response of banks to the LCR has mainly been on the liability side. Regulated banks
hav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ir short-term wholesale funds via traditional interbank
business, while increasing another novel type of funding, namely interbank 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NCD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two interbank debt
instruments has boosted the LCR ratio for regulated banks relative to non-regulated
banks. This implies that the LCR has not yet achieved its objective in China, and the
design of liquidity regulation should consider incentives to innovate around it.
《担而不保？中国债券担保的底层认证机制》

汇报人：张一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通常认为，债券的第三方担保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保险，当发债企业无法

履行偿还义务时，可以由第三方担保人代替发债企业向投资者偿还债务。但本

文发现，中国债券市场的多数担保人在债券违约后，并不会代替发债企业偿还

债券本息，这一“担而不保”的现象自 2014年首次出现债券违约事件后屡见不

鲜。然而，第三方担保制度却并未因此在债券市场上消失，反而仍被发债企业

使用并得以存续至今，对此应如何理解，债券第三方担保的作用又是什么？为

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第三方担保人“担而不保”的理论模型，旨在

说明，当易于传递的硬信息（如发债企业的财务数据）和难以传递的软信息（

如发债企业的企业家经营能力）共同反映发债企业的风险时，尽管担保人不在

债券违约后代替发债企业清偿债务，但担保人能够在企业发债前为那些硬信息

处于较差的“底层”，但软信息又相对较好的发债企业提供认证，向投资者传

递债券风险小、投资价值高的正面信息，帮助“底层”中的特定企业缓解“融

资贵”问题。本文从动机和结果的角度，对以上“底层认证”机制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主要反映硬信息的主体信用评级越低，发债企业越

有可能找第三方担保；在使用第三方担保之后，发债企业的融资成本得以降低

，且主体信用评级越低，第三方担保降低的融资成本越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

仅有助于理解“担而不保”现象，而且为第三方担保的信息提供作用增加了理

论和实证支撑。



Default dependence in the insurance and banking sectors: A copula approach
汇报人：张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While 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orrelations of equity returns or the
correlations of default probabilities, we are the first to explore the joint default
dependence among firms based on their default probabilities. We use a time-varying
asymmetric copula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score
model with the generalized hyperbolic skewed t copula, to capture the dynamics and
asymmetry of default dependence between insurers and banks. We identify the term
structure of dynamic default dependence between these two sector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dependence of default risk raise and converg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We also us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dentify determinants of the timeseries variation in
default dependence. Traditional macro variables can explain a small portion of the
variation of default dependence. The default dependenc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risk.
《信贷政策限制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汇报人：李明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摘要：本文基于 2007年《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发布这一政策变化建立准自然实

验，实证检验了续贷限制影响企业自身环境表现的效应。研究发现，续贷限制

冲击之下，企业融资条件恶化，环境表现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方

政府对于环境注意力较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也较大，即使续贷限制

导致了企业排污的增加，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也要相对于压力较低的地区更好

一些。在机制检验中我们发现，续贷限制会使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并且更

多地投资于可作为抵押物的有形资产，进而使得企业对污染性更高的设备使用

更多，环境表现下降；而企业对于减排设备投资这一渠道可能并不适用。本文

研究对监管层评估并进一步优化续贷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同时为企业

合理运用续贷政策、提高环保责任提供了有益启示。

《地方财政压力、信贷配置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

汇报人：刘贯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代表性企业的三期动态博弈理

论模型，并结合基于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本文系统考察了

地方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区域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表明，当地方政府

面临财政压力冲击时，信贷投放指引会促使商业银行提供更多银行信贷，但贷

款利率下降弱化了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事前筛选强度，从而促使更多信贷资

源流向了高风险企业，由此会推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证实

了地方财政压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而且该效应在政策冲击

强度大和政府干预能力强的地区以及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更为凸显。随后

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风险企业在房地产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获得了更多银行

信贷，证实了信贷配置结构调整是核心作用渠道。此外，信贷规模扩张显著促

进了企业生产规模，随之而来的税基规模增加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本文

强调，尽管地方政府的信贷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但是信贷

配置结构调整推升了区域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这对于“稳增长”和“防风险

”双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Does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Promote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汇报人：司登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hadow banking on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Using hand-collected unique data on corporate shadow banking over the period
of 2003–2019, we find that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of non-financial firms exerting
a sizab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innovative investment, with a one standard
deviation increase in corporate shadow bank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of 4.203



percent in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xpenditure.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replacing the measurement of key variables, changing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ing endogenous concerns. The economic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orporate shadow banking impacts their innovation include decreas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creasing risk-taking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Moreover, th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engaging in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with higher interest
rate and shorter-term maturity, and for firms with better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higher degree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lowe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e also find that firms involved in shadow banking
exhibit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decreased R&D expenditure and high-quality patent
application but increased low-quality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obtaining government
subsidy is a main reason for these firms to file more low-quality patents but less high-
quality patents.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hadow banking
affecting firm innovation and enrich the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 innovation.
《低碳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汇报人：王道平（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防范化解气候变化与低碳转型可能导致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

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关切。气候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前者迫切要

求经济体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低碳转型，后者则强调向低碳经济的过渡亦会带来

风险。本文聚焦低碳转型风险，将低碳城市试点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我

国 299 家城商、农商行 2008-2020 年的经验数据，深入探究低碳转型对银行系

统性风险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政策择时择地对转型风险防控的重要意

义。研究发现，低碳转型冲击下，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显著增加，其中，所在

城市环境友好且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小。机制分析表明，低碳

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一条从微观层面起始、逐步传递的作用渠道

，低碳转型将冲击当地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并经由相关贷款业务将风险传导

至银行，最终带来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的上升。进一步研究显示，低碳转型政

策的开启时机，将影响上述转型风险，经济上行阶段推进低碳转型，银行系统

性风险上升幅度更低。此外，城市经济韧性也会影响转型风险的表现，所在城

市经济韧性较弱的银行在低碳转型冲击下，系统性风险水平显著上升，所在城

市经济韧性较强的银行则几乎不受该冲击的影响。本文研究对我国积极稳妥推

进“双碳”目标、兼防低碳转型时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

汇报人：王营（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网络攻击、数据泄露以及勒索病

毒等网络安全威胁对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诱发日益频繁。在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确保网络安全是数字时代维护

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关键能力。基于此

，本文探究了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网络安

全风险会显著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股价大跌风险、经营风险

、市场风险以及回报率波动更高。经过替换变量、剔除特殊年份等稳健性测试

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交叉上市企业、资产密集型企业和非

高技术产业中，这种风险推升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风险推升

效应主要源于网络安全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负面冲击，并非

来源于对企业声誉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既从网络安全风险视角丰富了金

融市场稳定领域的理论研究，又为新安全格局下防范和化解数字时代的金融风

险尤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参考。



报告人简介（按照文章顺序排序）
方意（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南开大

学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学者（A岗）

，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学团队核心成员，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常务理

事，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核心成员。在国内

外重要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

《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报》《金融研究》

《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Energy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Mone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Economic Modelling等重要

期刊录用或发表100余篇论文。论文15次获得《新华

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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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刘冲（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货币银行学、财政金融政策、文化

与金融。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

世界》《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等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及

SSCI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科基金2项，

社科重大子课题，博士后基金各1项，荣获上海市哲

社优秀成果奖等奖励。



张一林（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百人计划”副教授，西

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货币

金融教研室主任，中山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

青年项目获得者。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金

融监管、碳金融、公司金融、数字金融。研

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

《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获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洪银兴经济学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最佳论文奖、普华永道PwC 3535金融论坛年度最佳论

文奖等奖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等基金项目。

张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融风险管理、能源金融、

公司金融，金融科技等。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Energy
Economics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

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参与多

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兼任江苏省金融业联合

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秘书长，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副主编，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副主编，Economic
Modelling客座主编，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副主编。



李明辉（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上海财经大

学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领域：金

融中介、公司金融等。在《经济研究》、《财贸经

济》等国内外CSSCI和SSCI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中国博士后课题2项
（一等和特别资助）、智库课题2项。撰写多篇智库

决策专报，6篇获中央主要领导人（正国级、副国级）

批示或省部级单篇采纳。

刘贯春（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为财税与金融

交叉、企业投融资决策，研究成果发表于《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

（季刊）》《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统计研究》以及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等国内外知名期刊。曾主持国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国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

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



司登奎（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

人、山东省优秀青年创新团队“金融风险与监

管”负责人，首批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

才团队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货

币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和公司金融。在《中国

工业经济》、《金融研究》、《管理科学学报》

、《财贸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统计研究》、《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Energy Economics》、《Economic
Modelling》、《Empirical Economics》、《Res
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等CSSCI、
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与资本账户

的开放：现实选择与经济效应》获第十一届金融图书“金羊奖”。研究成果获

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等荣誉14项。

王道平（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

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国

际金融、碳金融、金融科技等。主持和参与10
余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

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经济金融管理类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三

十余篇。为《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管理科学

学报》、《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系统工程理

论与实践》、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等国内外经济与管理类权威期刊匿名审稿人。曾获南开大学优秀博



士论文奖、第十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奖、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际金

融top10优秀论文等。

王营（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经济学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

金融、绿色金融以及金融风险。在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管理世界》《金融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

科规划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作为主要成员

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基金

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先后荣获教育部学术新人

奖、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省社科优

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部分评论人简介（按照点评文章顺序排序）

赵阳（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数量金融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风险管理，量化投资，金融科

技等。在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和《财贸经济》等知名SSCI
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论文获得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编并参

与编写专著3本，多项研究被AEA，FMA，RES，
IFABS等国际会议接收并获奖。目前兼任国际知名

SSCI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副主编和Economic
Modelling客座主编。近年来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张勇（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经济

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经济学、

金融监管。在《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等权

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

面上（特别）资助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

国家、省部项目8项，获第十二届广东省优秀金融

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获第九、十届广东省优

秀金融科研成果论文类二等奖。



李增福（华南师范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微观金融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等课题多项，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

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会计研究》

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

李政（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经济学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

管理。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

究》《统计研究》《财贸经济》《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China Economic Review》等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研究成果获天津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5项），《金融研

究》2019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统计研究》优

秀论文二等奖，《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度优秀

论文二等奖，“2017年国际金融学最佳中文论文

TOP10”（2篇），“2021年全球宏观经济学最佳

中文论文TOP10”，WILEY Top Cited Article 2021-2022（2篇）等。主持完成国

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



钟永红（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主任，西安

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经咨询人，广

东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人，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咨询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广东哲学社

科项目、广东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纵向课题10余项，

出版学术专著两本，在《金融研究》、《国际金融

研究》、《统计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学术成果多次荣获广东金融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

明雷（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经济学

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2019年
获得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入选湖南省

湖湘青年英才计划，2023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后学

术成果奖，研究方向为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研究

成果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管理科学学报》、《金融研究》、《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研究》以及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等国内外代表性期刊上。主持国家自

科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

多项课题。



战明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南

财富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经济研究》、《管理

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

融研究》、《Emerging market Reivew》、《Pacifi
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作

为首席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2项。目前是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

、《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财贸经济》

、《中国农村经济》等刊物的匿名审稿人。

蔡卫星（广东财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

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访问

学者。现为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院长，南岭学者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负责人，广东省创新团队带

头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等多项课题，论文发表在《管理

世界》《世界经济》《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Accounting》《Emerging Markets Review》等国内外期刊，研究成

果获得SSRN推荐，决策咨询报告提交中办、国办、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政府部门

获得采用。



刘晓彬（中山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百人计划”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数

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贝叶斯计量、金融计量、

实证资产定价以及宏观金融。研究成果发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Econometrics、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国内外学术

刊物。

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

学院教授、院长，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咨询人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金

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等。近

年来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财贸经济》《

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会计

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8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重大转重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3项、省级重大及重点项目以及其他

各类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此外还获得安子介国

际贸易研究奖、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广

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教学成果奖等学术奖励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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