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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金融学年会征文启事 
 

2024 年 11 月 8 日-10 日 

  

中国·广州 

  

  

为了进一步增进中国金融学术界同仁的学术交流，促进

中国金融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根据中国金融学年会第二

十届理事会的决定，由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和华南理工大

学主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一届中

国金融学年会将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华南理工大

学召开。 

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加快建设金融强

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面加强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为重点的系统性框架。本届中国金融学年会将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聚焦于大

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的重大问题，以加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为会议主题，大力推动

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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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华南理工大学迎来应用经济学科建设四十周年暨

经济与金融学院（原经济与贸易学院）成立二十周年，本届

年会将秉承中国金融学年会的一贯宗旨，提供一个开放的互

动交流平台，为国内外金融学者提供一个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交流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应用进展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情况

的机会，推进金融领域的前沿研究和创新合作，推动中国金

融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推高中国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

声誉和地位，打造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学术盛会。 

1. 会议议题及形式 

年会采用国际学术会议的通用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征集

论文，欢迎所有金融领域的来稿，投稿论文应为未公开发表

文稿，中英文均可。 

主要参考议题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跨境金融，公司金融，金融科技，金

融创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程，宏观金融，气候

金融，金融计量，家庭金融，行为金融，风险管理与保险，

资产定价，量化投资，货币理论与政策等。 

年会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优

秀学术论文将在大会上分专题进行报告交流，获得与会嘉宾

的细致点评和宝贵意见。年会理事会将通过匿名投票的方式

选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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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稿件提交 

（1）中英文论文皆可，接受 PDF 或者 Word 文档格式

投稿，务必在投稿系统将作者信息填写完整，投稿只需上传

1 份匿名论文即可（以“论文题目”为文件名）； 

（ 2 ） 请 作 者 访 问 本 届 年 会 网 站

（http://www2.scut.edu.cn/cfam），注册后点击左侧导航栏

-论文提交，按照网站指引进行投稿。 

（3）专家委员会将采用国际通行的方式，负责审定所有

的论文。 

  

3.重要日期 

征文截止日期：2024 年 7 月 30 日 

通知入选日期：2024 年 8 月 14 日 

开放注册日期：2024 年 8 月 15 日 

注册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30 日 

年会举办日期：2024 年 11 月 8-10 日  

4.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收取会议费 800 元/人（学生 600 元/人），会

议主办方提供会议资料及会议期间的用餐；交通费和住宿费

由参会者自理。 

  

5.会务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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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6.会议联系与咨询 

年会网站：http://www.cfam.top 

本届会议网站：http://www2.scut.edu.cn/cfam 

组委会邮箱：conference@scut.edu.cn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B10 大楼 

邮政编码：510006 

联系人：许  林，15913140243 

      姚灿中，15813375525 

 

 

第二十一届（2024年）中国金融学年会组委会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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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组委会 
 

 

 

组委会领导成员 

 

中国金融学年会秘书长      李心丹教授   南京大学 

 

第二十一届年会理事会主席  张学勇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 

 

第二十一届年会主席        孙坚强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组委会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廷求 山东大学 

陈荣达 浙江财经大学 

陈守东 吉林大学商学院 

董纪昌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杜化宇 台湾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系 

范小云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范祚军 广西大学 

冯玲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桂荷发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韩立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系 

赫国胜 辽宁大学 

胡金焱 青岛大学 

惠晓峰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蒋海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蒋永穆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金成武 《经济研究》编辑部 

金雪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金桩 包头师范学院 

蓝华 《管理科学》编辑部 

李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李平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心丹 南京大学新金融研究院 

李永立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李仲飞 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金融系 

梁琪 南开大学 

林建浩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刘红忠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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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 

刘莉亚 上海财大金融学院 

刘江会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刘少波 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刘喜华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刘晓星 东南大学金融系 

刘晓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刘玉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 

龙超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陆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吕江林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吕鑫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马亚明 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聂建中 台湾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 

欧阳红兵 华中科技大学 

潘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裴平 南京大学国际金融管理研究所 

彭红枫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钱水土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饶育蕾 中南大学商学院金融系 

任森春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沈沛龙 山西财经大学 

史永东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科技学院 

宋清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孙坚强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唐齐鸣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万解秋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汪昌云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 

汪洋 江西师范大学 

汪冬华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王爱俭 天津财经大学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 

王春峰 天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王倩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王擎 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晓芳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 

王义中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王天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魏国强 香港理工大学 

吴冲锋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吴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吴卫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吴文锋 上海交通大学 

吴育辉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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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邢天才 东北财经大学货币金融研究院 

熊熊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徐涛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徐信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 

姚凤阁 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杨德勇 北京工商大学区域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杨丽 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金融系 

杨胜刚 湖南大学金融发展与信用管理研究中心 

杨晓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叶永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易行健 广东金融学院 

易志高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尹应凯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喻平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岳华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曾勇 电子科技大学 

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铁铸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张维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张学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赵尚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系 

赵昕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郑振龙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证券研究中心 

周春生 长江商学院 

周孝华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管学院 

朱武祥 清华大学金融系 

朱新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邹新月 广东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