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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995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1995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5年—1998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199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9年—2003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出国进修： 

2008年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专题研修班 

1999年8月-2000年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访问学者； 

1999年8月，美国林肯金融集团(Lincoln Financial Group)，实习访问。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经历经历经历经历 

 

2004年7月－今，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999年7月－2004年7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998年7月－1999年7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教 

 
2010年9月－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2003年11月－2010年9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 
1999年3月－2003年11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助理 
2003年9月－今，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秘书长 

 

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国际保险业发展比较研究 

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经济效应 

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经济福利比较分析 

人寿与健康保险 

保险法 

主要作品主要作品主要作品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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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        《保险业增长水平、结构与影响要素：一种国际比较的视角》（第一作者），《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2.        《名义账户制与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路径选择和挑战》（第一作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

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3.        《市场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第二作者），《金融研究》，2010年第2期。 

 

专著： 

4.        《商业健康保险与中国医改——理论探讨、国际借鉴与战略构想》（第二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 

5.        《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2009－2010）》（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报刊文章： 

6.        《公私合作、价值创造与专业监管》（独立作者），《中国保险报》，2010年9月8日。 
7.          《以“保险基准深度比”衡量保险业区域发展》（独立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2日。 

8.        《从奥巴马医改看利益、路径与理念之争》（独立作者），《中国保险报》，2010年3月31日。 

9.        《2009年中国保险业回眸与思考（上）》（独立作者），《中国保险报》，2010年1月6日。 

10.     《2009年中国保险业回眸与思考（下）》（独立作者），《中国保险报》，2010年1月13日。 

 

国际会议论文： 

11.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效率评估》（第一作者），第二届世界风险与保险经济学大会，新加坡，2010年7月。 

12.     《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一个国际视角的讨论》（第二作者），第二届世界风险与保险经济学大会，新加坡，2010年7月。 

 

专访： 

13.     《我们靠什么养老？》，《中国人寿》，2010年第10期。 

14.     《“十二五”：保险业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金融时报》，2010年11月1日。 

 

课题： 

15.     《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比较研究》（课题主持人），中国保监会部级课题，2009年1月立项，2010年7月结项。 

16.     《商业健康保险与中国医改》（课题共同主持人），英国英杰华集团委托课题，2009年3月立项，2010年9月结项。 

17.     《入世十年与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课题共同主持人），英国英杰华集团委托课题，2010年3月立项，预计2011年6月结项。 

 

 

注：以下1～17项为学术论文，18～28项为著译作，29～57项为专业报刊论文，58～67项为提交给专业国际学术组织年会被接受并做学术报告的论文。 

1. 《中国保险业“赶超发展模式”的反思及新模式的构建》（第二作者），《保险研究》，2006年第10期。 

2. 《两岸保险法关于人身保险法定除外责任的比较分析》（独立），《保险研究》，2006年第8期。 

3. 《保险、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独立），《保险研究》，2006年第5期。 

4. 《中国保险业：双重角色、制度责任与挑战》（第二作者），《保险研究》，2005年第7期。 

5. “A Comparative Welfar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elec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June 2005. 

6. 《中国巨灾风险管理——再保险的角色》（第二作者），载《财贸经济》2004年第9期。 

7. 《构建个人经济保障体系》（第三作者），载《学习论坛》2004年第9期。 

8. 《保险监管思路演进的经济学思考——兼论<保险法>的修改》（第二作者），载《经济评论》2004年第3期。 

9.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第一作者），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该文获2004年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10. 《“非典”保险冷思考》（第一作者），载《中国保险》2003年第7期。 

11. 《“非典”保险热销后的思考》（第二作者），载《保险监管参考》2003年6月。 

（该文由中国保监会发送给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 

12. 《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经济福利比较分析》（独立），载《经济科学》2002年第3期。 

（该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12期全文转载。被收录《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第二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13. 《银保融通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趋势》（第一作者），载《财贸经济》，2001年第5期。 

14. 《保险风险证券化：借鉴与启示》（第一作者），载《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 

15. 《论保险投资的风险与管理》（第一作者），载《保险研究》，2001年第3期。 

16. 《保险监管的理论与实践》（第二作者），载《经济界》，2001年第3期（该文被收录《经济界谈股论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年5月版）。 

17. 《中国寿险业不该矫枉过正》（第二作者），载《改革内参》1999年第15期。 

18. 《经济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保险业——评价、问题与前景》（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 

19. 《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2006～2007）》（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20.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surance》（参著），负责其中Chapter 12: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第三作者），该书第597页～640页，David Cummins和Bertrand Venard主编，Springer出版社，2007年。 

21. 《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2005～2006）》（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22.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经济效应》（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该书得到200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2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保险改革与商业保险发展》（合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7月。 

24. 《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2003～2004）》（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25. 《人寿与健康保险》（第十三版）（合译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全书共160万字，本人承担其中十四章翻译工作，约64万字）。 

26. 《中国保险前沿问题研究》（参著），负责其中《中国投连市场的发展、冲突与前景》，该书第159页～166页，北京保险学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27. 《中国金融理论前沿II》（参著），负责其中《第十二章：21世纪的中国保险：理论与实践》（第二作者），该书第349页～389页，李扬等主编，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8. 《保险知识读本》（参著），负责其中《第三部分：财产保险》，该书第106页～162页，马永伟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9. 《双刃剑、公地悲剧与可持续发展》，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7月11日。 

30. 《“替代市场的政府”与“监管市场的政府”》，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4月18日。 

31. 《加息的思考：放开利率约束与加强偿付监管》，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3月21日。 



32. 《2006年中国保险业回眸》，载《中国保险报》2006年12月27日。 

33. 《社保改革要把握好两个基本平衡》，载《中国保险报》2006年10月18日。 

34. 《保险国十条：“新瓶”装“好酒”》，载《中国保险报》2006年7月5日。 

35.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保险和社会保障（下）》，载《中国保险报》2006年3月15日。 

36.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保险和社会保障（上）》，载《中国保险报》2006年3月8日。 

37. 《中国保险业2005回眸（下）》，载《中国保险报》2005年12月30日。 

38. 《中国保险业2005回眸（上）》，载《中国保险报》2005年12月28日。 

39.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几点思路》，载《中国保险报》2005年10月19日。 

40. 《房贷险博弈的反思》（独立），载《中国保险报》2005年4月27日。 

41. 《2005年：中国保险业面临五大挑战》（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12月28日。 

42. 《为健康险开条健康路》（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11月23日。 

43. 《400亿等候资金进场的背后》（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9月21日。 

44. 《保险业应提早备战奥运》（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8月20日。 

45. 《保险公司的历史机遇——资本市场纲领性文件的对保险业影响》（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2月6日。 

46. 《中再股改，岁末闪亮一幕》（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12月26日。 

47. 《经营空间更为广阔》（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9月12日。 

48. 《进一步完善外资保险监管法律——析<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独立），载《证券时报》2003年8月6日。 

49. 《拓宽投资渠道与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并重》（独立），载《证券时报》2003年7月23日。 

50. 《非典保险推新应把握三大平衡——兼论现代保险在市场主导型经济下的功能》（第二作者），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5月26日（整版文章,近1万

字）。 

51. 《市场、政府与道德——从<保险法>的修订谈起》（第二作者），载《中国证券报》2002年11月4日（整版文章，近1万字，被人民网等多家网站全文转

载）。  

52. 《投连险与股市共舞》（独立），载《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23日。 

53. 《信誉为何不佳》（独立），载《英才》，2002年第3期。 

54. 《入世，检视中国保险法律》（独立），载《金融时报》，2001年11月22日。 

55. 《网络保险》（第二作者），载《保险赢家》，2001年4月刊。 

56. 《多功能保险迷人眼》（独立），载《中国信息报》，2001年1月18日。 

57. 《万能寿险适合谁》（独立），载《中国信息报》，2000年10月19日。 

58. “Mid-and-Long-Term Growth Potential Analysis of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Based on World Insurance Growth Rule Curve”（第一作

者），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Tokyo Japan, 2006年7月。 

59. “The Opening of China’s Insurance Market”（独立），presented at the Expert Meeting on Insurance Services, UNCTAD, Geneva 

Switzerland, 2004年11月。 

60. “On China’s Insurance Regulation”（独立），presented at the Expert Meeting on Insurance Services, UNCTAD, Geneva Switzerland, 

2004年11月。 

61.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Tokyo Japan, 2006年7月。 

62.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Pension Transition: China as A Case”（独立），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Seoul Korea, 2004年7月。 

63. “A Comparative Welfare Analysis of Pension System Selection” （第一作者），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2002年8月。 

64. “A Comparative Welfare Analysis of Pension System Selection” （第一作者），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Shanghai China, 2002年7月。 

65. “The Opening of China’s Insurance Market: Issues and Practice”（第一作者），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Baltimore USA, 2000年8月。 

66.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第一作者），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Vancouver Canada, 1999年8月。 

67. “China’s Life Insurance Market: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第一作者）,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Hong Kong China, 1999年7月。 

 

所授所授所授所授课课课课程程程程    

 

保险学原理 

人寿与健康保险 

保险法 

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 

中国保险市场专题 

 

社社社社会会会会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秘书长 

国际学术期刊《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编委 

国际学术期刊《Asia-Pacific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编委 

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保险学会理事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保险项目评审专家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青年委员 

 

荣荣荣荣誉誉誉誉与与与与奖奖奖奖励励励励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 

国际保险学会（IIS）和日内瓦学会（GA）年度最佳论文奖（2008年） 

国家级精品课程（“保险学原理”，2007年） 



北京市精品课程（“保险学原理”，2007年） 

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 

北京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 

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 

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4年） 

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3-2004年度） 

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01-2002年度） 

北京大学安泰奖教金（2001-2002年度） 

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奖（2000-2001年度） 

 
返 回 首 页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版权所有 

电话(传真)：01062751460 01062754237   Email：gjybcf@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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