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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建立外部冲击指数，研究 外 部 冲 击 对 中 国 宏 观 经 济 的 影 响。结 果 发 现，外 部 冲 击 比 国 内 政 策

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且具有较强持续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滞后１期

和２期。当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可以起到 显 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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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国

际经济的背景下，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产生直

接冲击，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健康发展。在

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中国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能够持续多

长时间，中国采取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即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的效果到底如何？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有

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将对这些问

题进行一个较为深入的分析。

已有一些文献分析了中国经济遭遇外部冲击的

问题。贾俊雪、郭庆旺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经济对

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金融市场和

跨国资本流动［１］。耿强、章雳认为面对外部 需 求 下

降，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２］。

王立军、张伯伟的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

中国国内经济稳定，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中

国东部地区经济受外部冲击影响显著［３］。李 运 达、

刘鑫宏的研究结果表明，总投资中的出口引致性投

资对于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是敏感的，外部需求与

政府预算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自筹资金投资

之间存在着“冲击———传导”关联［４］。

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外部冲击对中国价格的影

响。李显戈、周应恒发现国际价格变动对中国农产

品价格影响不 显 著，国 际 石 油 价 格 每 上 涨１％将 带

动中国农产品整体价格上升０．４３％，国际流动性指

数每上升１％中国农 产 品 价 格 上 涨０．２５２％［５］。金

山、汪前元认为有１９％的进口商品价格冲击会在１０
个月之后反映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外部冲击解释

了消费者 物 价 指 数 变 化 的２５％［６］。马 宇 认 为 金 融

危机引发的外部冲击是导致中国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

物价下跌的主要原因［７］。郭凯、邢天才、谷富强研究

发现，外部冲击主要通过进口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传递到中国国内价格，但传递不完全［８］。王 一 如 研

究了外部冲击对金砖国家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发

０４



现外部冲击主要是国际能源冲击和汇率冲击，冲击

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和滞后的，国际能源价格冲

击对ＰＰＩ的作用时间长于ＣＰＩ［９］。
还有学者是从对外贸易和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

角度研究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车维汉、贾利

军从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三个方面

分析了国际 贸 易 波 动 对 中 国 经 济 的 影 响［１０］。吴 燕

发现国际贸易会对绝大多数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

产生影响［１１］。
胡祖六的研究结论认为近２０年来，中国经济增

长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ＦＤＩ［１２］。Ｈｓｉａｏ等研

究发 现 ＦＤＩ能 够 显 著 提 高 ＧＤＰ增 长 率，出 口 与

ＧＤＰ之间相互促进［１３］。宋红军认为ＦＤＩ推动了中

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１４］。
外部冲击 主 要 是 通 过 出 口 贸 易 和ＦＤＩ对 中 国

经济产生影 响，因 此，我 们 构 建 了 包 含 出 口 贸 易 和

ＦＤＩ的外部冲击指数，并进行 实 证 分 析。本 文 的 新

意在于：将出口贸易和ＦＤＩ综合考虑建立外部冲击

指数，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ＳＶＡＲ）进行实证

分析，并对政策作用力度进行动态分析。

二、外部冲击、宏观调控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

　　外部冲击 主 要 是 通 过 出 口 下 降 和ＦＤＩ减 少 对

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出口和

ＦＤＩ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以及 通 过 财 政 政

策和货币政策抵消外部冲击不利影响的效果。首先

是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乘数效应理论认为，一国出

口变化，直接 影 响 出 口 企 业 的 销 售、盈 利 和 未 来 投

资，间接影响其他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而影响宏观经

济。其次，我们来看ＦＤ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设有

如下的生产函数①：

ｌｎｙ＝Ａｆ（ｋｄ，ｋｆ） （１）
其中ｙ、Ａ、ｋｄ、ｋｆ分别表示经济体的人均ＧＤＰ、技术

水平、投资率、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方程两边同时对

ｋｆ 求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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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２）可 看 出，ＦＤＩ除 了 对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直接影响 之 外，还 通 过 提 高 技 术 水 平 和 投 资 率 促

进经济增长。从中短期来看，ＦＤＩ能够有力 地 拉 动

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ＦＤＩ的 主 要 形 式 是“绿 地 投

资”②，既增 加 了 投 资，又 形 成 了 生 产 能 力，加 速 了

资本积累；其次，ＦＤＩ带 动 了 东 道 国 国 内 企 业 的 关

联投资。

沈坤荣和 耿 强 认 为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使ＦＤＩ促 进

了经济增长 ［１５］。魏后凯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

发展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 ［１６］。

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经济波动与对

外出口变量、ＦＤＩ变量有很大关系。那么，在遇到外

部冲击的时候，一国政府能否通过调整国内需求来

抵消或减少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呢？关

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多数

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相似，即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

长。毛定祥认为中国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要优于货

币政策［１７］。王雪标、王志强认为财政政策具有稳定

经 济 的 作 用，其 发 挥 作 用 时 间 滞 后 二 个 月 到 四

个月［１８］２０９－２２０。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有效需

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不能充分就业，存在大量闲置

资源。为增加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动

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凯恩斯的财政政

策理论认为，消费取决于收入，政府支出增加导致居

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就会增加消费，而消费增

加将使收入增加，因此，一次性财政支出增加将带来

乘数效应。乘数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进

口倾向和宏观税率。宏观经济理论一般认为，货币

政策的变动在短期内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动进而导致

产出的波动；长期内货币供给改变将同比例改变价

格水平，但不能影响真实产出。货币政策变得宽松

以后，银行可贷资金增加，企业借贷成本下降，企业

增加投资水平，间接带来就业增长，居民收入增加，

拉动需求和经济增长。因此，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扩

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持经济稳

定增长。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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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只是为讨论ＦＤＩ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而给出的一个定性分析模型，在Ｄｅ　Ｍｅｌｌｏ（１９９７）的分析中，也使用了类似的生产

函数。模型引自罗 长 远．ＦＤＩ、国 内 资 本 与 经 济 增 长———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 中 国 省 际 面 板 数 据 的 证 据［Ｊ］．世 界 经 济 文 汇，

２００６，（４）：２７－４３．
绿地投资（Ｇｒｅ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又称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以" 一揽子" 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东道国兴建全新 的

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它不考虑东道国相应的产业市场原来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生产能力。



三、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涉 及 的 时 间 序 列 变 量 包 括 中 国１９８５－
２０１０年度的产出水平、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这里用ＧＤＰ代表产出水平；用出口

金额（ＥＸ）代 表 出 口；用 实 际 利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ＦＤＩ）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用财政支出（Ｇ）代表财政

政策，因为财政支出形成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有直

接的拉动作用；用银行贷款（Ｍ）代表货币政策，因为

中国货币当 局 调 控 经 济 的 中 介 指 标 主 要 是 银 行 信

贷，而银行信贷量的变化也可以直接影响经济活动。
本文采用增长率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ＧＤＰ是用

生产法得到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财政支出

和银行贷款 数 据 是 剔 除 价 格 因 素 以 后 的 实 际 增 长

率；ＦＤＩ和出口增长率数据使用各年度 平 均 汇 率 折

算成人民币表示的数额，然后再剔除价格变动因素。
数据来 源 于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信 息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ｒｃｎｅｔ．ｃｏｍ．ｃｎ）、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和《新 中 国 五 十 五 年 统 计 资 料

汇编》［１９］４５－３６０，并经过简单计算。
由于本文需要一个综合反映外部冲击的变量，

所以建立一个包括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在内的

外部冲击指 数。这 里 主 要 研 究 出 口 和ＦＤＩ对 经 济

增长的影响，因为现阶段外部冲击主要是通过出口

和ＦＤＩ对中国 经 济 产 生 影 响，所 以，本 文 对 出 口 和

ＦＤＩ分别给予一定的权重构建外部冲击指数。康赞

亮和张必松研究发现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力度大

约是ＦＤＩ的两倍［２０］，因此本文构建指数如下：

ＳＩ＝（ＥＸ＋０．５ＦＤＩ）／１００ （３）
其中ＳＩ代表外部冲击指数。本文使 用 四 个 变 量 的

增长率 ＲＧＤＰ、ＲＳＩ、ＲＧ、ＲＭ 进 行 计 量 分 析。ＲＧ－
ＤＰ表示ＧＤＰ增长率，ＲＳＩ表 示 外 部 冲 击 指 数 增 长

率，ＲＧ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ＲＭ 表示银行贷

款增长率。
（二）模型设定及相关检验

结构ＶＡＲ模 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ＳＶＡＲ）是

指ＶＡＲ模型的 结 构 式，即 在 模 型 中 包 含 变 量 之 间

的当期关系。在本文中，ＳＶＡＲ模型可以将经济增

长分解成与外部冲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联系

的影响，从而衡量外部冲击和需求调控政策变动对

经济总产出的影响，而且可以显示外部冲击和国内

需求调控的跨期传递效应。为了明确变量之间的当

期关系，本文采用ＳＶＡＲ模型。

Ｂ０Ｘｔ＝Ａ０＋ＡｉＸｔ－ｉ＋εｔ
其中ｉ＝１，２…ｋ，ｔ＝１，２，…，Ｔ （４）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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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１１ ａｉ１２ ａｉ１３ ａｉ１４
ａｉ２１ ａｉ２２ ａｉ２３ ａｉ２４
ａｉ３１ ａｉ３２ ａｉ３３ ａｉ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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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ｉ＝１，２，…，ｋ，　εｔ ＝

ε１ｔ
ε２ｔ
ε３ｔ
ε４

熿

燀

燄

燅ｔ
其中，ε１ｔ，ε２ｔ，ε３ｔ，ε４ｔ 分别表示 作 用 在 变 量ＲＧＤＰ、

ＲＳＩ、ＲＧ、ＲＭ上的结构式冲击，εｔ#ＶＷＮ（Ｏｋ，Ｉｋ）。假
设Ｂ０ 可 逆，可 将 上 面ＳＶＡＲ模 型 转 化 为 简 化 的

ＶＡＲ方程：

Ｘｔ＝Ｂ０－１Ａ０＋Ｂ０－１ＡｉＸｔ－ｉ＋ｕｔ，ｕｔ＝Ｂ０－１ $ｔ
即

Ｂ０ｕｔ＝ $ｔ （５）

这里，简化式 扰 动 项ｕｔ 是 结 构 式 扰 动 项 $ｔ的 线

性组合，代表一种复合冲击。

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根据表１的检验结果，发
现ＲＧＤＰ、ＲＳＩ、ＲＧ、ＲＭ四个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均为平

稳序列（即为Ｉ（０）），因此可以建立ＳＶＡＲ模型。
表１　变量的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Ｃ，Ｔ，Ｋ） ＡＤＦ检验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ＲＧＤＰ （Ｃ，Ｎ，０） －３．７９２　８６６ －２．９９１　８７８
ＲＭ （Ｃ，Ｎ，０） －３．５１２　０９０ －２．９８　６２２５
ＲＧ （Ｃ，Ｎ，０） －２．７２３　５３８ －２．６３２　６０４＊

ＲＳＩ （Ｃ，Ｎ，０） －４．５１７　６６８ －２．９８６　２２５

　　注：检验形式（Ｃ，Ｔ，Ｋ）分 别 表 示 单 位 根 检 验 方 程 包 括 常 数 项、时 间 趋 势

和滞后项的阶数；表中结果显示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

　　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进行检验，表２的检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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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时Ｘ矩阵中变量的顺序是作者为研究方便，按照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基本思想，根据本文对ＳＶＡＲ模型设定的约束条件设立的。



应该选择滞后阶数为３。进一步，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运算结

果表明ＳＶＡＲ（３）的特征多项式所有根的倒数均位

于单位圆内①（如 图１所 示），表 明 滞 后 阶 数３是 合

理的，ＳＶＡＲ（３）是稳定的。
表２　ＳＶＡＲ滞后阶数选择依据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３１０．０７３　０ ＮＡ　 ８　５３２　６０９． ２７．３１０　６９　２７．５０８　１７＊ ２７．３６０　３６

１ －２８９．３９８　４　３２．３６０　１７　 ５　８４３　８７０． ２６．９０４　２１　 ２７．８９１　６０　 ２７．１５２　５４

２ －２６４．４０７　１　３０．４２４　２５＊ ３　１００　６６３． ２６．１２２　３６　 ２７．８９９　６５　 ２６．５６９　３４

３ －２３５．４６０　２　２５．１７１　２３　１　５３９　５８６＊ ２４．９９６　５４＊ ２７．５６３　７４　 ２５．６４２　１８

　　注：＊为 根 据 准 则 选 择 的 滞 后 阶 数。

图１　ＳＶＡＲ（３）模型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图

四、计量分析

根据结构模 型 计 算 出ＲＧＤＰ、ＲＳＩ、ＲＧ、ＲＭ 对

外部需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函

数和误差方差分解，实证检验外部冲击的动态效果，
量化分析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

（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利用 脉 冲 响 应 函 数 方 法（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ＲＦ）绘制 出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对 外 部 冲 击、
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所做出的脉冲响应函

数图，如图２所示。表３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各变量

１单位标准差冲击响应的具体数据。
图２中第１个图是经济增长变化对外部冲击的

响应函数。可以发现，本期一个标准差的外部经济

扰 动 带 来 经 济 增 长 前３期 的 正 响 应，第１期 为

０．５６２　５００个单位，在第２期达到最大，为０．８００　０４９
个单位，第３期开始下降，在第４期冲击减为负的。
表明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１
期和第２期，持续两期之后快速减弱。不利影响在

第２年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开始快速下降，在第４年

消失，说 明 外 部 经 济 波 动 对 中 国 经 济 的 冲 击 是 短

期的。
图２中第２个图是财政政策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引起的经济增长变化的响应函数。经济增长率对财

政政策的冲击呈现正响应。在第１期财政支出对经

济增长率的影响为０．３７５　０００个 单 位，在 第２期 达

到最高０．５８４　９７０个单位，之后开始减 弱。说 明 中

国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非常迅速，在第

２期就达到最大效果。

图２中第３个图是货币政策一个标准差的扰动

引起的经济增长变化的响应函数。图中显示，经济

增长率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呈现正响应。在第１期对

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０．２５０　０００个 单 位，在 第２期

达到最高，为０．３６０　６７２个 单 位，随 后 开 始 下 滑，到

第４期开始出现负冲击，在第５期达到最大的负向

冲击，随后影响趋近于减弱。这些说明中国货币政

策在第２期达到最大效果。

图２　各变量变化引起的ＧＤＰ增长率变化的响应函数图
表３　中国经济增长对各变量１单位

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结果表

滞后

期

外部冲

击系数

财政政策

冲击系数

货币政策

冲击系数
ＧＤＰ本身

冲击系数

１　 ０．５６２　５００　 ０．３７５　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０
２　 ０．８００　０４９　 ０．５８４　９７０　 ０．３６０　６７２　 ０．６６１　８３６
３　 ０．３６３　８５９　 ０．３１１　６９６　 ０．１５４　８０３　 ０．２４３　４８４
４ －０．３０６　９１９ －０．１８５　３７１ －０．１６２　３９９ －０．２９３　６１６
５ －０．３５１　７００ －０．２７０　７０３ －０．１７１　９１８ －０．２８１　２３９
６ －０．０８１　７２７ －０．１１５　７９１ －０．００２　３７５ －０．０３３　６６８
７　 ０．０４４　０６０ －０．００５　７７３　 ０．０６３　６５５　 ０．０６０　５９１
８ －０．１０９　７０６ －０．０８５　４０７ －０．０３８　９８７ －０．０８０　６０１
９ －０．１８６　０１４ －０．１３４　２９４ －０．１００　８１６ －０．１４４　８４８
１０ －０．０２８　１４０ －０．０２５　７９７ －０．０１８　２４１ －０．０１１　４６６

（二）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

从表４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ＧＤＰ本身对中国

经济波动的解释力也较强，但是随滞后期数增加会

３４

马　宇，王竹芹：外部冲击、需求管理与经济增长

① 这是用于检验ＳＶＡＲ模型滞后阶数合理性的一种方法。



不断 降 低，从 第１期 的 ３２．４８７　３１％到 第３期 的

２８．３８５　６８％，随后 维 持 在２８％左 右。外 部 冲 击 对

中国产出波动的解释力最强，而且随着滞后期数的

增加变化不大，一 致 保 持 在４０％～４２％之 间，说 明

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力度随时间变化并

不大，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

解释力度从第１期开始就一直维持在８％左右。财

政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度逐渐增强，从第

１期的１８．２７４　１１％到 第６期 的２１．９０２　０３％。因

此，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力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外

部冲击、ＧＤＰ增长率本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表４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解表

滞后期 标准差

外部冲击
（贡献度
（％））

财政政策

冲击（贡献

度（％））

货币政策

冲击（贡献

度（％））

ＧＤＰ本身

冲击（贡献

度（％））

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１１６　７５　１８．２７４　１１　８．１２１８　２７　３２．４８７　３１

２　 １．０４５　６３７　４１．２２９　３９　２０．８１１　７８　８．３０１　３５３　２９．６５７　４８

３　 ２．５２０　８６９　４１．３５９　６５　２２．０２９　３８　８．２２５　２９３　２８．３８５　６８

４　 ３．９３４　０１７　４１．１６６　９６　２１．３７６　５８　８．４５２　８０８　２９．００３　６５

５　 ４．１１９　１３６　４１．１００　１７　２１．６２６　５６　８．５６９　８７４　２８．７０３　３９

６　 ４．８６７　３４２　４１．０３６　２９　２１．９０２　０３　８．５１３　２１８　２８．５４８　４６

７　 ６．２７７　２４７　４０．９７２　８０　２１．８３６　９１　８．６１３　７１４　２８．５７６　５８

８　 ６．３４２　７４２　４０．９９８　４６　２１．８７７　７６　８．５８７　９０７　２８．５３５　８７

９　 ６．５２７　５４０　４１．００６　０６　２１．８６８　９０　８．６７７　２８８　２８．４４７　７５

１０　 ６．５７９　６９３　４１．００６　１８　２１．８７６　２８　８．６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４３５　２６

五、结论及启示

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并因此而获得了

巨大的增长动力，但同时也面临着外部冲击给经济

带来不稳定。那么，在遇到外部冲击时，通过财政政

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能否有效抵御外部冲

击的不利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外部冲击指数，运用

实证模型来研究外部冲击和政策波动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研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和启示：

第一，外部冲击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

因之一。脉冲响应函数图显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１期和第２期，第３期开

始快速下降。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情

况来看 也 是 如 此，对 中 国 经 济 的 影 响 主 要 出 现 在

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０年。方 差 分 解 的 结 果 显 示，外 部 冲

击比国内宏 观 政 策 能 更 好 地 解 释 中 国 宏 观 经 济 波

动，而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这说明外部冲击的影响

与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政府在制定宏观

经济政 策 过 程 中，外 部 冲 击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忽 视 的

因素。
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可以有效抵

消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从前

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经

济增长都有着巨大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图显示，财

政政策在第１期 表 现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明 显 的 刺 激 作

用，这种作用可以大致维持到第３期，说明财政政策

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迅速和直接，因此，在遇到突

发的、强烈的、不利的外部冲击的时候，启动财政政

策可以迅速地遏制经济下滑。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在第２期达到最大效果。因此，在遇到强烈

的外部冲击时，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来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需求下降。
第三，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大

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此，在遭受严重外部冲

击时，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发挥了显著的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从实证研

究结果来看，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大于货币政策，同时

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大。所以，在今后宏

观调控中应 更 加 注 意 财 政 政 策 与 货 币 政 策 的 有 效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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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快 讯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１７日，第四届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论坛在天津财经大学举行。此次大会以“产险偿

付能力标准、风险构成、养老保险、保险风险资本计量与商业银行内部欺诈风险度量”为主题。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精算总监陈东辉，北京大学吴岚、杨静平，中国人民大学王晓军、孟生旺，上海财经大学谢

志刚，南开大学张连增，湖南商学院欧阳资生，天津财经大学刘乐平等全国１００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论坛专门设立了“博士生分论坛”。经论坛组委会评选，中国人民大学王明高，南开大学胡祥，上海财经

大学沈立，天津财经大学高磊四位博士生荣获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论坛是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风险管理与精算事业发展，促进学术交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由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１４所高校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共同发起的，秘书处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刘乐平、朱祁恒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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