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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教师姓名 刘力臻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54年8月13日 专  业 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区域经济

职  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职  务 研究生院副院长

办公电话 84536209/6022,85098860 传  真 85687516 

邮  箱 liulizh0483@sina.com 办公地点

  【个人情况综述】

     

  1969-1971年下乡知青，赴吉林桦甸务农。1971-1977年吉林铁路局配件厂工人，后任团委书

记。198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

任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委员会委

员，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华日本经济学会

理事、吉林省政府决策智力支撑体系专家咨询委员、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专家评审委员。曾荣获学

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学习工作简历】

   

  2002.3—2002.6 日本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 客座研究员  

  1997.10—1998.10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1991.10—1993.5 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访问学者  

  1994.9—1999.6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博士生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9-1988.6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 硕士生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2003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系主任、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93--1998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1986--1993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 讲师  

  1980--1986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助教、辅导员  

  1971—1977 吉林铁路局配件厂 工人、干部  

  1969—1971 吉林省桦甸 下乡知青 

  【社会学术兼职】

     

  2005年聘为吉林省委、省政府专家咨询委员  

  2002年吉林省政府智力支持体系咨询委员，咨询委员  

  2001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十五"项目专家评审组，专家评审组成员  

  2001年辽宁省锦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2001年长春市长江路经济技术开发区，咨询专家  

  2001年长春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2001年东北师范大学监察委员会，监察员  

  200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2000年中华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教学工作】

     

  主要讲授课程:世界经济、国际金融  

  本科：国际金融  

  研究生：世界经济专题、国际货币制度  

  指导研究生情况（博士，硕士）：指导博士生2名，硕士生32名 

  【主要科研方向】

     

  世界经济——东亚经济  

  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制度  

  区域经济——国际区域经济、国际区域货币 

  【主要科研项目】

     



  1.《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来源：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批准号：2003DGS3D031。  

  2.《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批准号：

96JAQ790031。  

  3.《东亚货币合作机制研究》。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 。批准号：

01BJL035。  

  4.《国际区域货币合作模式研究》 。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批准

号：01JAGJW002。  

  5.《吉林省农业经营体制变革研究》。项目来源：吉林省科委软科学项目。  

  6.《吉林省经济结构产业布局调整与高校资源布局和人才培养结构》。项目来源：吉林省教育

科学规划项目。  

  7.《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与对策研究》。项目来源：吉林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8.《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项目来源：吉林省社科规划办图书资助项目。 

  【主要科研成果】

     

  专著教材  

  1.《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  

  2.《国际金融危机四重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3.《国际金融学》，经济出版社，2005年7月  

  4.《西方经济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学术论文  

  1.《日本经济复苏能否顺利闯关》 《现代日本经济》 2004 01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思维》 《税务与经济》 2004 01    

  3.《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东北亚论坛》 2004 03   

  4.《以自由贸易区(FTA)推动的东亚货币合作》《当代经济研究》 2004 07   

  5.《以区域倾斜政策为杠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广东商学院学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区域经济》 2004 04   

  6.《努力打造振兴吉林经济的软环境》《新长征》 2004 10  

  7.《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当代经济研究》 2003 10    

  8.《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管理世界》 2003 03   

  9.《论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税务与经济》 2003 03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东北亚论坛》 2003 02   

  10.《东北地区农业经营体制发展战略与对策思考》《中国东北论坛——跨世纪的中国东北经

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2  

  11.《日本经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双失效的IS—LM模型分析》 《日本学论坛》 2002 3-4  

  12.《中国加入WTO后的汇率制度的选择》 《当代经济研究》 2002 3  

  13.《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现代化的设想》 《经济纵横》 2002 2  

  14.《美国“新经济”对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挑战》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5  

  15.《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衰退》 《现代日本经济》 2001 4  

  16.《聚焦"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财政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

报刊复印资料 2001 1  

  17.《经济增长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决定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市场经济热点问题》 2000 9 

  18.《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 《经济评论》 2000 3  

  1999年：  

  1.《吉林省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8期，省课题研究成

果，入选《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文库》等  

  2.《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教训和启示》，《日本学刊》，1999年2期。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2000年年会入选论文，被《日本市场经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等刊物转载  

  1998年：  

  1.《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趋势》，《中文导报经济动态》， 1998年5月  

  2.《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股市膨胀与近年来美国股市高涨的比较》，《外国问题研究》，

1998年第3期  

  1997年：  

  1.《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内外价格的背离》，《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6期。吉林省第四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第三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国际融资方式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世界经济》， 1997年5期  

  3.《论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19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 

  4.《“斯密难题”与市场经济的道德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

刊复印资料《经济理论》、《伦理学》1997年5月分别全文转载  

  1996年：  

  1.《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界定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模式选择》，《世界经济与政

治》，1996年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7年3月  

  2.《回顾与前瞻：日元走势分析》，《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12期  

  3.《与大企业联合的日本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启示》，《现代日本经济》，1996年第10期  

  4.《国外资本经营方式演变及发展趋势》，《资本运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5.《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长白学刊》，1996年4期  

  6.《日元走势分析》，《吉林国际金融》，1996年3期  

  7.《国外资本经营方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著作参编，《资本运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2月  

  8.《国际金融教学中的点滴体会》，《教学研究》，1996年2期  

  1995年：  

  1.《从巴林银行倒闭看衍生金融商品的监督与管理》，《经济纵横》， 1995年 10期  

  2.《日元升值与日元国际化》，《战后日本50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8月  

  3.《新一轮国际汇市动荡透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年10期  

  4.《日元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 1995年5期  

  5.《反常中的正常——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一）》《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5月8日  

  6.《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矛盾——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二）》《市场经济时报》，



1995年5月  

  7.《论汇率的双重性——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三）》，《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5月  

  8.《日元升值的冲击及影响》，《市场经济论坛》，1995年5月  

  9.《日元升值与日元国际化》，《战后日本五十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0.《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日本式市场经济分析》，参编著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获奖信息】

     

  1.《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管理世界》，2003年3期，吉林省政府第六届社

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  

  2.《论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内外价格的背离》《中国社会科学》教育部第三界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3年）。  

  3.《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商务印书馆吉林省政府第四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著作二等奖(2002年).  

  4.《论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内外价格的背离》《中国社会科学》吉林省政府第四界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论文一等奖(1998年)。  

  5.《“斯密难题”与中国大陆社会道德机制再建》《问题与研究》（外刊日文发表）吉林政府

第三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1995年）。  

  6.吉林省“三八”红旗手，吉林省妇联 2003年。  

  7.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联 2003年。  

  8.宝钢教学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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