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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振 

手机：188 1051 3820     邮箱：lizhen@bimsa.cn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河防口村 544 号     101408   

 

教育背景 

2016-2020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经济学博士 

2019-2020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国家联合培养博士生 

2013-2015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统计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1-2013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经济学第二学士学位 

2007-2011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 

全职工作 

2022-至今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0-2022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2013-2016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科研副主管 

兼职情况 

2022-至今 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金融创新发展中心，研究员 

2022-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016-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2022-至今 阿里研究院新乡村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研究兴趣 

商业银行；数据要素；金融科技；金融风险管理 

讲授课程 

《金融学》、《金融科技》 

正在研究(*代表通讯作者) 

[1] 李振*、冯浩原、吾俊达，《不确定性感知与银行风险承担》。 

[2] Liyan Han, Zhen Li*, Qingfu Liu, Does Mobile Banking Adoption Affect Bank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工作论文 

[1] 李振*、徐杨，《银行监管处罚与流动性创造》，工作论文。 

[2] 李振*、安聪、赵奇锋，《银行数字化转型与流动性创造》，工作论文。 

[3] 李振、宋科*、史佳欣，《银行流动性创造与系统性风险》，工作论文。 

[4] 李振、赵奇锋，《制度环境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工作论文。 

[5] 乔智、刘瑾、李振*，《数字普惠金融、消费升级与乡村振兴》，工作论文。 

[6] 赵奇锋、鞠晓生、李振*，《产学研智力资源流动对实体经济创新影响——以制造业上市企业

CEO 学术经历为视角》，工作论文。 

[7] Qifeng Zhao, Qianfeng Luo, Zhen Li, Yihua Yu*, Can a Leopard Change its Spots? Financial Fraud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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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ifeng Zhao, Qianfeng Luo, Zhen Li, Corporate Publishing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投稿。 

[9] Qifeng Zhao, Zhen Li, and Di Wu*, The Bright Side of CSR: The Case of Corporate Scie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投稿。 

[10] 陈忠阳、李振*、宋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工作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高端论坛，优秀论文 

[11] Zhen Li*, Zhongyang Chen, Bowen Yu, Xiaoyu Wang. How Does Leverage Affect Bank Systemic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Working Paper. 

 上海交通大学 China International Risk Forum 

核心期刊 

[1] 宋科、李振*、杨家文，《金融科技与银行行为——基于流动性创造视角》，《金融研究》，2023

年第 2 期。（CSSCI）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普惠金融热点研究》系列讲座第 6 期（2022） 

 2022 BIMSA Thursday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s Seminar 

[2] 宋科、徐蕾、李振*、王芳，《ESG 投资能够促进银行创造流动性吗？——兼论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的调节效应》，《金融研究》，2022 年第 2 期。（CSSCI）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金融研究》绿色金融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2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 

[3] 宋科、李振*、尹李峰，《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分支机构的银行竞争指标构

建》，《统计研究》，2021 年第 11 期。（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2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4] 李振、向辉*、赵奇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0 期。（刊首页，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财政与税务》2022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新华文摘》2022 年第 04 期转载 

[5] 李珊珊、李振*，《竞争性扭曲、存款保险与银行风险承担》，《统计与决策》，2022 年第 13

期。（CSSCI） 

[6] 李振、徐蕾、宋科*，《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外资持股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2023 年第 9 期。（CSSCI） 

·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4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7] 左川、王宇、李振*，《深度学习在股票投资中的应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CSSCI） 

[8] 李振、宋科*、候津柠、赵奇锋，《经济政策波动、数字金融发展与银行流动性创造》，《金融

监管研究》，2022 年第 9 期。（CSSCI）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1 秋暨“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管理”研讨会 

[9] 李春肖、李振*，《高管薪酬延付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经济效益激励的中介效应研究》，《投

资研究》，2021 年第 4 期。（CSSCI） 

[10] 李洋洋、李昕明、李振*，《宏观审慎监管与银行流动性创造》，《投资研究》，2023 年待刊。

（CSSCI） 

[11] Qifeng Zhao, Zhen Li, and Yihua Yu*, Does Top Management Quality Promote Innovation?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5(February), 101562. （SSCI 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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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振、宋科*、杨家文，《银行业开放、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财贸经济》，2020 年第

10 期。（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1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13] 马勇、李振*，《资金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

2019 年第 7 期。（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19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14] 宋科、李振、赵宣凯*，《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2019 年第 1 期。（刊首页，CSSCI） 

[15] 易卓睿、李振，《融资流动性与债券资产流动性的互动特征：基于 MS-VAR 模型的时变分

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6 期。（CSSCI） 

[16] 宋科、李振*、赵琼薇，《区域创新、制度环境与银行稳定》，《金融评论》，2018 年第 5 期。

（CSSCI） 

[17] 马勇、李振，《城镇化、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金融评论》，2016 年第 3 期。（CSSCI） 

 入选《中国经济学年鉴 2016-2017》论文荟萃 

 《新华文摘》2016 年第 20 期转载 

[18] Xing Zhang*, Fengchao Li, Zhen Li, Yingying Xu, Macroprudential Policy, Credit Cycle, and 

Bank Risk-taking, Sustainability, 2018, 10(10): 1-18. （SSCI，SCI） 

[19] 李振*、陈忠阳、朱建林，《金融结构、金融波动与经济增长》，《金融论坛》，2018 年第 5 期。

（CSSCI） 

[20] 李振*、魏谙书、李洋洋，《经济基本面可以预测人民币汇率吗？》，《金融论坛》，2017 年第

11 期。（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18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21] 宋科、李振*，《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金融监管研究》，2019 年第 10

期。（CSSCI）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20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22] 易卓睿、李振，《债券违约、资产流动性与融资流动性风险》，《上海金融》，2021 年第 12 期。

（CSSCI） 

[23] 李洋洋、李振*、杨亚仙，《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

证据》，《现代管理科学》，2019 年第 10 期。（CSSCI） 

[24] 李振*、张子翰，《基于动产融资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分析》，《现代管理科学》，2017

年第 9 期。（CSSCI） 

[25] 李振*、王晓煜，《城镇化对金融杠杆的动态影响》，《现代管理科学》，2016 年第 12 期。（CSSCI） 

[26] 朱建林*、陈忠阳、李振、张永俊、梁天新，《基于异构信息网络的分类算法》，《计算机工程

与设计》，2019 年第 2 期。（北大核心、CSCD） 

[27] 刘瑾、李振*、巩蓉蓉、刘英，《大数据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以乡村称号数

据为例》，《管理现代化》，2022 年第 1 期。（北大核心） 

[28] 王文、李振，《中国智库评价体系的现状与展望》，《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4 期。 

[29] 王文、李振，《中国智库古今延承之路：历史溯源与未来启示》，《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 年

第 2 期。 

大众期刊 

[1] 宋科、陈醒*、李振、徐蕾，《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构建与演进趋势》，《应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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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论》，2023 年第 3 期。 

[2] 刘庆富、李振，《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数字人民币国际示范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建议》，《中国

银行业》，2022 年第 5 期。 

[3] 刘瑾、李振、张仲，《四川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21 年第 6 期。 

[4] 李振、刘瑾，《“跨境理财通”业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实践》，《中国国情国力》，2021 年

第 4 期。 

[5] 刘瑾、李振、王开，《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西部

经济管理论坛》，2021 年第 2 期。 

[6] Yong Ma, Zhen Li*. Funding Liquidity and Bank Risk-tak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 2020, 9(1): 63-81. 

[7] 李振、苏越，《大不列颠的十字路口》，《新产经》，2016 年第 7 期。 

[8] 李振，《“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城市：一个文献综述》，《城市地理》，2016 年第 2 期。 

[9] 李振、郭浩田，《打造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现代商业》，2016 年第 1 期。 

[10] 陈晓晨、李振，《相约杭州，下一站 G20 峰会的美好愿景》，《祖国》，2015 年第 22 期。 

[11] 李振，《政府债务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商》，2015 年第 31 期。 

[12] 李振，《中国经济的未来红利》，《财经界》，2015 年第 10 期。 

[13] 李振，《关注全球经济风险》，《中国投资》，2014 年第 11 期。 

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项项目，“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及其经济贡献”

（72342008），主要项目成员，正在研究。 

[2]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调控制

度研究”（21ZDA044），主要项目成员，正在研究。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则的设计、运用与评价”（72173031），主

要项目成员，正在研究。 

[4]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科技支撑”重点专项，“资本市场注册

制下信息披露审核与监管关键技术研究”（2021YFC3340700），主要项目成员，正在研究。 

[5] 2023 年度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研究计划，“城投债务违约风险衡量和化解探究——

基于地方信息披露与应用视角”，主要项目成员，正在研究。 

[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青年项目，“数字金融影响银行风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GD21YYJ07），项目主持人，2023 年 11 月结项。 

 获得横琴博士后科研成果 1:1 配套资助 

[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上资助一等项目，“金融科技与银行风险：理论与实证研究”

（2020M680048），项目主持人，2022 年 9 月结项。（第 68 批面上资助获得一等资助的三个

应用经济学项目之一） 

 获得横琴博士后科研成果 1:1 配套资助 

[8]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8LJA001），主

要项目成员，2020 年 12 月结项。 

[9]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金流动性

与银行风险承担”（19XNH001），项目主持人，2020 年 6 月结项。 

[10]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金融功能视



5 

角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7XNH005），项目主持人，2018 年 4 月结项。 

[1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重大课题项目，“人民币汇率”，项目协调人、主要项目成员，

2017 年 3 月结项。 

[12] 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项目，“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主要项目成员，2016 年

12 月结项。 

[13]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课题，“支持二十国集团发展和经贸合作并推动全球发展

合作”（2016020131），课题协调人、主要项目成员，2016 年 8 月结项。 

[14] 中国人民大学调研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西北段（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

齐）调研”，调研组协调人、主要项目成员，2015 年 8 月结项。 

[15]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重大课题项目，“金融杠杆、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主要项目

成员，2014 年 8 月结项。 

图书编写 

[1] 人大重阳，《金融杠杆与宏观经济：全球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年。

（第二执笔人） 

[2] 人大重阳，《人民币为什么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年。（与展腾合写第 11 章全局把控：

以宏观调控应对汇率波动） 

[3] 人大重阳，《2016：G20 与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 年。（负责第 2、4、5、6 章部分章节） 

[4] 人大重阳，《“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中信出版社，2015 年。（负责第 1 章中

的 1.3 文献综述：“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 

图书编辑（部分章节） 

[1] 陈忠阳主编，《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年。（图书

一百余万字，第三编辑人） 

[2] 人大重阳，《“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新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蓝皮书 2015~2016》，中

信出版社，2016 年。 

[3] 人大重阳，《G20 与全球治理：G20 智库蓝皮书 2015~2016》，中信出版社，2015 年。 

[4] 人大重阳，《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蓝皮书 2014~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 

[5] 人大重阳，《重新发现中国优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 

[6] 人大重阳，《金融是杯下午茶》，东方出版社，2014 年。 

[7] 人大重阳，《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 智库蓝皮书 2014~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年。 

[8] 人大重阳，《谁来治理新世界：关于 G20 现状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研究报告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金融创新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银

行业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中国上市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共

同牵头人、主要作者，2021 年 10 月。 

[2] 人大重阳，《为增长而合作：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项目组成员，2015 年 7 月。 

[3] 人大重阳，《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项目组成员，2014 年 9 月。 

[4] 人大重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项目组成员，2014 年 6 月。 

[5] 人大重阳，《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限》，项目组成员，2013 年 7 月。 

[6] 人大重阳，《近期中国金融形势和未来走势（“钱荒”）》，项目组成员，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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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1] 陈晓晨、李振，《杭州 G20 峰会主题“4 个 I”各有深意》，新华网，2015 年 11 月 18 日。

（网信办全网推荐） 

[2] 李振，《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动力源》，大公网，2015 年 11 月 16 日。（网信办全网推荐） 

[3] 李振，《理性看待网购狂欢“双十一”》，中国网，2015 年 11 月 13 日。 

[4] 李振，《坚持绿色发展，缔造“美丽中国”》，求是网，2015 年 11 月 2 日。（网信办全网推荐） 

[5] 李振，《中国经济的未来红利在哪里？》，人民网，2015 年 9 月 6 日。（首页） 

[6] 李振，《人民币加入 SDR 应顺势而为》，《中国产经新闻》，2015 年 6 月 11 日 A02 版。 

[7] 李振、赵冰洁，《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中国何去何从？》，人大重阳网，2014 年 11 月 24 日。 

[8] 李振，《人民币国际化“被提速”的影响》，和讯网，2014 年 11 月 5 日。 

[9] 李振、王晓甜，《2014 年三季度全国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网，2014 年 10 月 31 日。 

[10] 曹明弟、李振，《英国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意味着什么》，人大重阳网，2014 年 9 月 15 日。 

[11] 李振、贺滨，《预算法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有何新变化？》，人大重阳网，2014 年 9 月 1 日。 

[12] 贺滨、李振，《如何解读京津冀一体化“加速模式”？》，人大重阳网，2014 年 8 月 15 日。 

[13] 李振，《民营银行：想说赚钱不容易》，环球网，2014 年 3 月 12 日。 

[14] 李振，《日本量化宽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讯网，2013 年 9 月 25 日。 

其他文稿 

[1] 撰写 110 余篇热点经济金融事件简评发表在人大重阳网络平台。 

[2] 参与撰写 10 余篇政策解读文章，发表在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等网站首页。 

[3] 撰写的多篇非署名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文稿》、人民网首页等。 

[4] 参与撰写 3 篇非署名内参报告，其中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 1 次。 

[5] 参与王文在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稿起草。 

智库活动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四届（2024 年）人大重阳迎春论坛，“释放商业银行数据

要素价值，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024 年 2 月 5 日。 

媒体采访 

[1] 李振，《将治学报国精神传承下去：做一位担当者》，《中国金融家》，2017 年第 9 期。 

[2] 李振，《中国人境外旅游消费旺盛解读》，北京新闻广播，2016 年 3 月 28 日。 

[3] 李振，《“供给侧结构改革”解读》，北京新闻广播，2015 年 11 月 26 日。 

[4] 李振，《“十三五”解读（下）》，北京新闻广播，2015 年 11 月 3 日。 

[5] 李振，《“十三五”解读（上）》，北京新闻广播，2015 年 11 月 2 日。 

[6] 李振，《中韩自贸区谈判再启深入合作之门》，《中国产经新闻》，2014 年 9 月 25 日。 

[7] 李振，《美联储加息  新兴市场遭难》，《中国产经新闻》，2014 年 7 月 19 日。 

[8] 李振，《人民币国际化再下一城》，《中国产经新闻》，2014 年 6 月 23 日。 

期刊审稿 

《金融研究》《世界经济》《金融评论》《金融监管研究》《投资研究》匿名审稿人 

荣誉、奖励及奖学金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英才计划”入选者，2021 

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新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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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奖学金，2019-2020 

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2019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创新奖学金，2018-2019 

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研究生奖，2017-2018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高端论坛优秀论文奖，2018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一等国家助学金，2018-2019、2019-2020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最佳敬业奖，2015-2016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最佳贡献奖，2014-2015、2015-2016 

会议组织 

[1]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经管学术系列讲座、数字金融系列讲座，组织者。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金融

风险管理发展高级研讨会暨巴塞尔协议三十周年和金融危机十周年高级研讨会，2018 年，

400 多位嘉宾，负责活动三方协调、演讲嘉宾邀请、校领导发言稿和新闻稿撰写。 

[3]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风险管理工作室，“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与挑

战”学术研讨会暨陈忠阳教授美国访学归来交流报告会，2017 年，金融机构及企事业单位

人士 80 多人参会，会议负责人、演讲嘉宾邀请、主持人、新闻稿撰写。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2016 年二十国集团智库（T20）一系列活动，2015-2016 年，负责嘉宾邀请和陪同、

会议现场布置安排、相关研究报告撰写、参加 G20 工作组会议等。 

[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风险管理工作室、天奕方圆研究院，第八届、第十

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国金融风险经理年度总论坛，每届会议人数在 500 人左右，负

责会议现场组织安排、嘉宾接待、新闻稿撰写、嘉宾发言整理等。 

此外，负责其他 150 多场论坛、研讨会和讲座的组织协调、会场布置、嘉宾接待和发言整

理等工作，是其中 20 多场活动的负责人，活动主题涉及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和宏观政策等。 

进修培训 

中国智库领导力交流项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5） 

第五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主题“国家与市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15）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教育研修班（南京大学&纽约大学理工分校创新创业学院，2010） 

软件测试与质量（IBM 大学项目，2010） 

数据集成和数据质量（南京大学校级暑期培训，2010） 

高级电子商务工程（IBM 大学项目，2009） 

IT 解决方案和服务（西门子，2009） 

其他能力 

计量统计：Stata，Matlab，SPSS，R 

数 据 库：MySQL，Oracle，MS-SQL Server 

编程能力：Python，Java，C#，C，C++，Linux 系统内核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