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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男，1951年出生于安徽淮南市。 

1977-1981年在安徽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1-1984年，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1989年于中国人

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扬教授担任了多项社会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

(PECC)中 国金融市场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委

员。 

李扬教授是我国杰出的中青年货币金融、财政专家，他是年轻 一代的中国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对货币金融、财政的所有领域 都有很

深的研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著述颇丰，已出版专著、译著13部，发表极具影响力的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货币、银行、金融

市场学》、《证券市场与企业》、《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财政分配与价格分配》、《走向市场)、《发展与增长》、《证券市场理论

与实务》等。即将出版：《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转变》、《中国住宅融资：理论、制度与工具》、《中级货币银行学》、《货币理论

与政策》、《资本市场》、《人民币可兑换条件下的金融宏观调控》等。编写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物价

卷)，任分卷副主编、《中国证券百科全书》，任"证券流通"分卷主编、《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任总编辑之一、《中国新税制业务全

书》，任理论篇主编、《中华金融词库》，任执行常务副主编。 

李扬教授先后主持(或参与)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课题研究16项。现正在主持"中国体制外资金流动"、"中国住宅金融体系的设

计"、"中国的储蓄投资机制转换"、"开放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中国的资本流动"等课题研究。 

李扬教授认为，"真正的专家必须'厚积薄发'"，所以他总是对那些"开一代先河的经济学巨匠常怀'高山仰止'之感；对于那些提供了能指导各

方面基本原则的经济学巨著，也是'心向往之'的"。因此，尽管他早在他的学生生涯时就成为了经济分析的训练有素的行家里手，尽管中国

早已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他同样怀有"高山仰止"之感，他拥有了许许多多想成为经济学名人的崇拜者，但他总是那么虚怀若谷，脚踏实地，

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适应新的形势及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 

在李扬教授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社会赋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所做的研究，应

有助于社会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经济问题?quot;所以，孪扬教授丰富的著述总是紧密地联系现实。而且，在"做'大'事的人颇多，做'小'事的

人却嫌太少了"的中国现实背景下，他却甘愿为解决中国整个"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小'问题研究不足的瓶颈约束"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和

奋斗。他的研究大多是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成其为研究课题的"小"问题，他也善长于在"小"题目上做"大"文章，真正切切实实地为解决困绕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 

"小"问题而作细致无微的研究。他认为，"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过于热衷于?quot;新观点"，而对观点的论证方法和论据支持则过于忽视。

事实上，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的价值绝不逊色于前者。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

能成为科学。"所以，即使是对"小"问题的研究，他也是论证严密，有理有据，读来耐人寻味，充满艺术一样的感召力，让人探切地体会到

他闪耀着的智慧的灵光。而他的研究成果也让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许多"小"问属的死胡同。在他研究的众多"小"问属中，在一些同仁看来

颇具"人间烟火"味的《财政补贴经济分析》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作。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根置于他高度的责任感。他说，经济学家的"……分析产品，而不是一些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的'天马行空'之作；要

求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负起保证质量的责任，而不是只是与稿酬一次性交换的应景之作"。老一辈经济学家王传纶教授曾这样对他高度评

价："从他身上，我看到我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探察和求知的热切愿望，愿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献身的责任感。"李扬教授高度的

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产品"的高质量，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1992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论文集《改革大思路》、专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论文《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

《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管理》分别获得1988年度、1990年度、1994年度、199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论文《中国的

货币统计及其调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6年)优秀论文奖等一系列国家级特别奖励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奖便是最好的说

明。 

作为身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的经济学家，李扬教授不仅在中国经济改革，而且对主宰经济改革设计思中的经济理论及其现状有他独到而深遂

的智见。"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经济学人"（最初民表于《财经》1996年6月第一期，后收录于《中国经济学的寻根和发展》，学林出

版社1996年6月版）便是他这一敏锐目光的集中反映。该文一发表即在国内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中经起强烈的反响。他以哲学的思辩与对中

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船长的运筹帷幄之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学分析要领与分析方法贫乏，以及理论工作者对现实的隔膜等等

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种种困难。这反映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苍白的忧虑，更进一步，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觉悟

厚爱勃发的表征。 

李扬教授凡事都全身心地投入，精诚备至，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投入到他的教学生涯中。他以精湛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艺术让学



生在轻松愉悦中透彻地掌握看似严肃甚至有些枯燥的经济学理论。他讲课探入浅出，富于启发，对各流派融会贯通，兼收并蓄，集各家之

所长于己用。从他自己学习和教学生涯的切肤体会中，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科班"们，几乎什么经济现象也不理解，也几乎什么事情都不会

做的怪异现象有他独具一格、切中要害的看法；"出现这种状况，固然可以一般地解释为理论与实践存在着距离，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

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是从若干经典的或被认作为经典的结论中演绎出来的，较少有从现实经济运动中提炼出来的结论。"所以，他总

能寓深刻抽象的理论于可感知的现实经济现象中，让学生从感性的生活环境中去把握和理解博大精探的经济学理论，并完成"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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