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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龙

文章作者：

   

 

姓名：郭金龙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5年4月 

毕业院校：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历：理学硕士(数学专业)；经济学博士(技术经济学专业) 

现任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和政策研究室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研究领域：金融理论方法及应用、货币理论和政策、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 

研究成果 

主要经历和任职 

1981年9月至1988年7月，在河南省郑州大学系统科学与数学系读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分别于1985年和1988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数学专业) 

1988年7月至1995年9月，在河南省郑州大学系统科学与数学系任教，从事应用数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95年9月至1998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在重庆市挂职锻炼，任重庆市电子工业管理局局长助

理。1998年7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技术经济学专业) 

1998年7月至2003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分别任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室副主任和数量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2002年7月至2003年1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 

2003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工作 

主要成果 

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中的作用和对策研究：数量分析和政策模拟》(课题负责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综合研究》(分报告之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执笔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分报告之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分析；分报告

之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分报告之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国有企业改革)(执笔人) 

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治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报告》(分报告之八：强化科技教育，实现科教兴市----长治市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执笔人) 

北京市“十五”规划课题《北京市经济结构演变趋势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对策》(分报告之一、二、三、五、六)(执笔人) 

国民经济改革基金会资助课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执笔人) 

国民经济改革基金会资助课题《利率下调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实证分析》(执笔人) 

所重点课题《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数量分析》(执笔人) 

国外合作课题《中国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资本部分)(执笔人) 

国家计委“十五”规划课题《“十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模拟分析》(分报告五、六、七、八)(执笔人) 

北京市东城区“十五”规划课题《北京市东城区“十五”期间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综合研究》(课题负责人) 

社科院重点课题《湖北省暨武汉21世纪战略定位研究》(“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分析和预测”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两个部分)(执笔人) 

社科院重大课题《技术进步的规律性研究》(承担第三部分) 

委托课题《清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一部分：区域经济理论与清江流域经济开发目标和对策研究)(执笔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意大利环境部合作项目》(第二章：1989-1999年中国能源的环境影响)(执笔人) 

社科院重大课题(B类)《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改革影响的数量分析和对策研究》(课题负责人)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知识经济下的区域产业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执笔人) 

国民经济改革基金会资助课题《资本流动与区域差距》(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分报告之二)(执笔人) 

所重点课题《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改革关系的实证研究》(课题负责人) 



所重点课题《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趋势和对策》(课题负责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趋势和中国的定位：定量研究与政策建议》(执笔人) 

发表的主要论文： 

“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研究” (合作)，《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证券系统的能量和熵及其应用研究”， (合作)，《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利率下调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美联储降息的背景和全球影响”，《银行家》2001年7月 

“国际竞争力综合影响因素分析”，《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11期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有多远？”，《银行家》2002年第3期 

“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分析”(合作)，《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化情况和特点”，《重庆与世界》2003年第二期 

“境外创业板市场简介及其启示”，《中外企业文化》2001年第1期 

“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的分析和思考”，《科学管理研究》1997年第1期 

“通货紧缩下的宏观经济效果与选择”，《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世界贫困状况与全球扶贫战略”，《沿海新潮》1996年第6期 

“论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开发问题”，《中国人才》2000年第4期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中外管理导报》1999年7、8月 

“信息贫困与信息化的冲击”，《沿海新潮》1997年第2期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载《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外需收缩靠内需，预期稳定好运作”，《中国经济快讯》2001年第29期 

“开局见好靠内需，外部风险要化解----2001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中国证券报》2001年4月24日 

“外需收缩靠内需，预期稳定好运作----200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分析”，《中国证券报》2001年7月26日 

“放松政府管制，挖掘内需潜力----2001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中国证券报》2001年10月23日 

“对外贸易增势良好，利用外资大幅回升----2001年2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7日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增强----2001年3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4月27日 

“强化内需、规范市场、防范风险----2001年4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5月28日 

“外需趋降，内需增长----2001年5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6月28日 

“内需增强，预期稳定----2001年6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7月26日 

“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01年7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8月30日 

“投资增长加速，消费需求稳定----2001年8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9月27日 

“外贸出口有反弹，内需作用需加强----2001年9月份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证券报》2001年10月30日 

“放松管制，挖掘内需潜力----2001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快讯》2001年11月第42期 

“关于当前货币政策的几点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月22日 

“疏通传导渠道 强化货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0月9日 

“货币政策有待强化”，《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1月8日 

出版著作：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专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 

《商务统计》(译著、合作)，中信出版社1999年2月 

《生产率》(上、下卷)(译著、合作)，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2月 

《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合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9月 

《经济理论的进展》(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 

《股市猎手——股市投资理论与操作技巧》(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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