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扬教授简介 

李扬，男，1951 年生于安徽淮南，1989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旋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并于 2003 年创办金

融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2009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5 年创办国家

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并任理事长。1995 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

授，2001年至 2004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6年当

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任经济学部主任。2021 年

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一级研究员。现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温州商学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李扬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理论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研究中始终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笔

耕不辍，出版、发表了大量高质量、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先后五次

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获得的其它重要奖项包括：首

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中国软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等，多次获得中国

社会科学院优秀决策对策奖。 

李扬教授在金融与财政的理论研究方面涉猎广泛，许多研究都是开国内之先，

文笔隽永，独树一帜，观点鲜明，在理论与政策实践方面都有重要影响。荦荦大

端，举其要者。他的《财政补贴的经济分析》理出了一条研究财政补贴的比较系

统的理论线索，并通过对若干财政补贴政策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我国当时财政补

贴规模过大问题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内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大型丛书——上海三



联书店陈昕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一经出版，便产生广

泛的社会影响，并很快获得了孙治方经济科学奖。 

自 2005 年起，李扬教授领衔对中国城市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展开了

持续 8 年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多部有关金融生态环境的高质量的理论著作，为

中国信用环境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李

扬教授敏感地意识到，这场危机将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的格局，于是，

他迅速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出版了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失衡与再平衡》。在他

看来，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失衡，因此，克服

危机、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调整其国内的经济

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由于当前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他们显然应承担

最重要的责任；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

内经济结构、实施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

资的过度依赖。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切实步骤。此项研究获得了张培

刚发展经济学奖。 

李扬教授另一项引人瞩目的研究就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持续研究。从 2012

年起，李扬教授就一直在国内率先开展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研究，并出版了

多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专著，该项研究立足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的高度，旨在通过编制、研究国家整体与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及中

央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外部门等资产负债表，并结合市场化改革进程

中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体制性、结构性特征，系统分析中国经济规模扩张与结构



调整的特点与轨迹，客观评估各种短期与中长期经济运行和债务、金融风险，并

进而探讨相应的政策措施、制度安排。该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尤其是，他领导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和观点，被皮凯蒂、IMF 等收

录和引用，该项理论研究成果获得第一届孙治方金融创新奖。 

李扬教授不仅勤于、精于理论研究，还为人师表，秉承“传道、授业、解惑”。

李扬教授本科毕业后，就在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讲授《货币银行学》，即便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后，依然不余遗力地培养、指导许许多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

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别在监管当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科研院所

工作，均有出色的表现，可谓桃李满天下。此外，李扬教授创立的金融研究所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吸收并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潜移默化

地受到李扬教授一丝不苟、求真务实治学风范的影响，许多已成长为有相当影响

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李扬教授是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决策的积、重要极参与者。他曾任全国人大

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第二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诸多省（市）地方

政府顾问。他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建议。

金融研究所成立后，他主持的《金融评论》，成为相关政府部门、院校执手可热

的读物。在中国金融体系顶层设计、银行业改革与发展、资本市场建设、货币政

策与宏观调控、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和百年未有之大局等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方方面面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均可

看到他的理论智慧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