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亦春个人简介

张亦春 

男  金融系  教授   

张亦春,男,汉族,中国著名经济金融学家，1933 年6月生于福建连江。1960年

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3年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1991

年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6年组织创办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并任所

长， 1999、2002年被香港科学院和美国国际大学分别授予荣誉博士。现为厦

门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金融重点学科点学术总带头人，湖南

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天证券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亚洲太平洋地区金融学会理事，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及其学术委员会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特殊津贴，曾荣获全国自学考试先进工作者、厦门市先进工作者、厦门大

学教师最高奖——南强一等奖，是2001、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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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 

 学术专著 

[1] 中国股市效率损失研究，  专著 第一，  人民出版社，  2004 

[2] 《证券投资理论与技巧》（第3版），  教材 第一，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3] 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  专著 第一，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4] 张亦春选集——经济金融论文，  编著 ，  ，  2003 

[5] 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研究，  专著 第一，  ，  2003 

[6] 金融市场学（第二版），  编著 第一，  ，  2003 

[7] 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研究报告，  编著 ，  ，  2000 

[8] 证券投资理论与技巧（第二版），  教材 第一，  ，  2000 

[9] 金融市场学，  编著 主编，  ，  1999 

 论文 

[1] 赌博高利贷市场的价格机制初探，  江西师大学报，  2006年12期 

[2] 中国博彩市场的两难选择，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12期 

[3] 由借贷信用到社会契约的演变－兼探中国信用体系重构，  ，  2006年02期 

[4] 农产品生产成本跨国比较引发的思考，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1年7期 



[5] 契约、信息与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变迁，  当代财经，  2000年10期 

[6] 论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  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0年4期 

[7]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  高等教育研究，  2000年5期 

[8]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横式比较、绩效分析和我国的现实选择，  金融管理与研究，  2000年3期 

[9] 中国股市弱式有效吗？，  金融研究，  2001年3期 

[10]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  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1年3期 

[11]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人才培养的挑战，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1年4期 

[12] 金融监管：模式的对比和择优——从中庸之道说起，  99’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1999年12期 

[13] 论合作制原则与农村合作金融改革，  吉林农村金融，  2001年8期 

[14] 制度变迁中国有产业银行风险的集中与控制，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年4期 

[15] 我国股票市场风险考察和政策构想，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年4期 

[16] 自发、默示和试点阶段，  福建金融，  2001年8期 

[17] 正式被承认并完成全国化的进程，  福建金融，  2001年9期 

[18] 中国股市成为延续经济改革的主战场，  福建金融，  2001年10期 

[19] 英、美、日保险市场的比较，  福建论坛，  2001年9期 

[20] 中国股市弱式有效研究综述，  当代财经，  2001年8期 

[21] 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剖析与控制策略，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年1期 

[22] 投资中介化、风险转嫁与资产泡沫，  华南金融研究，  2004年第3期 

[23] 金融学范畴界定的国际比上较与借鉴，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第4期 

[24] 金融中介、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  福建论坛，  2004.第5期 

[25] 西方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金融研究，  2004年第8期 

[26] 西方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上海金融，  2004年第8期 

[27] 对虚拟经济、虚拟金融、泡沫金融的一点看法，  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12 

[28] 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的若干探讨，  摘要.金融时报（理论版），   

[29] 经济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  现代商业银行导刊，  1999年10期 

[30] 自由还是管制——论国际金融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问题，  1999年3期 

[31] 技术分析流派：价量关系和多元变量的形式化，  中天证券研究院：“证券公司发展战略高级研，  2001-7-1 

[32] 把握机遇，促进发展，  现代产业银行导刊，  1999年5期 

[33] 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  当代财经，  1999年6期 

[34] 我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机制与间接融资分析，  农村金融研究，  1999年7期 

[35] 国际金融动荡根源何在，  政策，  1999年8期 

[36] 资本冲击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南方金融，  1999年9期 

[37] 心理分析流派：行为金融学，  中天证券研究院：“证券公司发展战略高级研，  2001-7-1 

[38] 国际金融动荡引发的若干思考，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年5期 

[39] 中国股票市场：监控功能的缺陷与变革，  管理世界，  1999年1期 

[40]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5/4 

[41] 中国信用缺失问题的合约经济学分析，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  2003年4期 

[42] 自融资交易策略、复制资产组合和风险管理，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  2003年6期 

[43] 资产替代与货币政策，  金融研究，  2005/1 

[44] 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经济学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财经论丛，  2005/1 

[45] 混沌理论在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应用，  当代财经，  2005/2 

[46] 囯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存量化解与增量控制，  国际商务，  2005/2 

[47] 基本分析流派：以混沌等线性特征的新范式，  中天证券研究院：“证券公司发展战略高级研，  2001-7-1 

[48] 入世前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再探讨，  中国货币市场，  2005/5 

[49]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分析与我国的实践考察，  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3年5期 

[50] 国信用评级制度与对我国的启示 ，  河南金管学院学报，  2005/5 

[51] 投资银行的利益冲突及其监管：实证研究的质疑，  金融研究，  2005/7 

[52] H村农户的储蓄行为，  吉林农村金融，  2005/8 

[5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  中国经济特区攺革创新路径探索(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5.8 

[54] 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 ，  福建论坛，  2005/9 

[55]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台湾研究集刊（季刊），  2005/4 

 



[56] 中国股市低迷的症结与救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论文，   

[57] 金融家的“企业家精神”与金融发展关系思考，  投资研究，  2005/3 

[58] 加入WTO后经济特区的发展思路，  经济前沿，  2002年1期 

[59] 价格机制流派：噪音交易理论和微观市场结构理论，  中天证券研究院：“证券公司发展战略高级研，  2001-7-1 

[60] 关于启动民间投资若干问题探讨，  开放潮，  2001年12期 

[61] 试论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  江西金融职大学报，  2001年4期 

[62] 我国商业银行回应WTO挑战的策略探讨，  地方金融，  2002年3期 

[63] 发展我国农业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  吉林农村金融，  2002年9期 

[64] 信息替换、风险替换和制度，  福建论坛，  2002年8期 

[65] 经济组织形式、交易性质与社会信用维持，  金融论坛，  2002年10期 

[66] 体制转轨、制度创新与公司治理结构发展，  当代银行家，  2003年1期 

[67] 21世纪对我国金融学教学的挑战，  中国大学教学，  2002年6期 

[68] 中国证券市场自律性监管：理论阐释与措施探讨，  东南学术，  2003年6期 

[69] 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  管理世界，  2002年 

[70] 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再考察，  金融研究，  2002年3期 

[71] 金融学范畴界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经济问题探索，  2002年10期 

[72] 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福建论坛，  2003年6期 

[73]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一个经济逻辑分析，  深圳大学学报，  2003年1期 

[74] 体制转轨、制度创新与公司治理结构发展，  当代财经，  2003年3期 

[75] 福建可适度发展私营贷款担保公司，  开放潮，  2004/2 

[76]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中国城市金融，  200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