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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象照

2、简介：

职称：教授

所在系所：金融学系

专业方向：应用经济学、金融学

研究方向：行为金融与金融工程，动态经济学，绿色金融，数

字经济与健康经济

电子邮箱： jiangwei@qdu.edu.cn;  xy072281@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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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https://scholar.google.com.hk/citations?

user=ix_NyPoAAAAJ&hl=zh-CN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2-2611-3682

3、详细介绍：

姜伟，男，青岛大学教授，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金融学系

主任。同时担任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会委员，政

策模拟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8年本科毕业青岛大学税务专业，2004年硕士毕业于青岛大

学金融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于青岛大学系统理论专业，获

得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 9月到 2013年 7月作为教育部青年骨

干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学，2015年 6月到 2021

年 12月，青岛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研究，2023年 4

月到 2024年 3月在香港岭南大学商学院访学。

2005年到 2008年连续 4年参加清华大学 CCFR和MIT斯隆商学

院高级金融师资培训及研讨班。2008年和 2009年参加上海财经

大学现代经济学师资培训班。2015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金融研究暑期班。

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经济学，研究方向包括行为金融与金融工

程，动态经济学，绿色金融，数字经济与健康经济。已在《经

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管理科学》、《管理评论》、

《Energy》、《Resource Policy》、《Energy Policy》、《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等中英文期刊发表

https://orcid.org/0000-0002-2611-3682
https://scholar.google.com.hk/citations?user=ix_NyPoAAAAJ&hl=zh-CN
https://scholar.google.com.hk/citations?user=ix_NyPoAAAAJ&hl=zh-CN


论文 60多篇。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项。

目前教授过的本科课程主要有《金融经济学》、《行为金融

学》、《动态优化》，给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讲授过的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 I》、《高级微观经济学 II》、

《高级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

JOURNAL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1. Jiang W, Sun Y. Which is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 of carbon emission, coal 

consumption or industrial structure? [J]. Energy Policy, 2023,17  6:113508.

（SSCI：Q1）

2. Jiang W, Wang Y. Asymmetric Effects of Human Health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NARDL

Model[J]. Sustainability, 2023, 15(6): 5537. （SSCI：Q2）

3. Wei Jiang, Yunfei Chen, The time-frequency connectedness among carbon, 

traditional/new energy and material markets of China in pre- and post-

COVID-19 outbreak periods, Energy, Volume 246, 2022,（SCI：Q1）

（ESI高被引论文）

4. Wei Jiang, Yunfei Chen, The time-frequency connectedness among metal, 

energy and carbon markets pre and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Resources 

Policy, Volume 77, 2022,（SSCI：Q1）



5. Wei Jiang, Guanghui Liu,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2022, （SSCI：Q2）

6. Jiang Wei, Chen Yunfei, Air Pollu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Volume 

10, 2022（SSCI：Q1）

7. Jiang Wei, Liu Xin-yi, Infant Mortality and Inf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Mixed Frequency VAR Analys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Volume 10, 

2022（SSCI：Q1）

8. Jiang W, Liu Y.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crude oil prices on stock price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1.（SSCI：Q2）

9. Jiang W, Yeting M A . The effects of chines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global

economic output and trade market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21. 

（SSCI：Q3）

10. Wei Jiang, Yunfei Chen, Asymmetries in the nexus among energy 

consumption, air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nergy Reports, 

Volume 6, 2020. (SSCI：Q1)

11. Wei Jiang, Pupu Luan, Chunpeng Yang, The study of the price of gold futures

based on heterogeneous investors’ overconfidence,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4, Vol. 4 No. 1, 24-41. (ESCI)



12. Yang Chun-peng, Jiang Wei. Lower partial moments as measures of 

perceived risk: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2008,6 (1).

主要中文论文

1. 姜伟,陈云菲.财政政策、新基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统计与决策, 

2023,39(02):136-141. (CSSCI)

2. 姜伟,马潇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FDI与中国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 

2022(04):124-128. (CSSCI)

3. 姜伟.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MIDAS混频模型[J].东方

论坛, 2022(01):87-103.

4. 姜伟,黎依堞.基于混频数据的消费者信心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J].管理

评论, 2021, 33(10):90-102. (CSSCI)

5. 姜伟,徐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短期资本流动[J].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2021,35(09):64-78. (AMI核心)

6. 姜伟,徐放,刘晓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J].西安财经大

学学报, 2021,34(04):40-53. (CSSCI)

7. 张勇,赵军柱,姜伟.二元悖论是否是真实的货币政策约束[J].世界经济, 

2021,44(04):84-102. (CSSCI)

8. 姜伟,刘光辉,李丹娜.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时变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1(03):54-77. 

(CSSCI)

9. 姜伟.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公众关注和媒体关注的

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10):21-41. (CSSCI)



10. 姜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基于非对称影

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东方论坛,2020(04):84-99.

11. 姜伟,李丹娜.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关系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

决策,2020, 36(01):131-136. (CSSCI)

12. 刘晓君,姜伟(通讯作者),胡劲松.基于 TVP-VAR模型的信心、货币政策与

中国经济波动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9,27(08):37-46. (CSSCI)

13. 姜伟,崔瑛,孙树强. 企业家信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J].东方论坛，

2019(1):93-103

14. 姜伟,闫振坤. 消费者信心、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基于 TVP-VAR模

型的实证研究[J]. 商业研究, 2018(12):64-74. (CSSCI)

15. 马德青,胡劲松,姜伟,陈良. 具损失厌恶和损失概率厌恶的报童问题研究

[J]. 中国管理科学, 2017(9):188-196. (CSSCI)

16. 孙树强,姜伟. 在岸-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动态联动关系研究——基于时变

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J]. 商业研究, 2018(1):87-96. (CSSCI)

17. 姜伟，闫小勇，胡燕京，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理论分析，经济

研究， 2011,46（525）：90-104. (CSSCI)

18. 姜伟, 杨春鹏, 刘喜华. 过度自信与风险溢价研究. 运筹与管理，

2007(05): 122-125.（CSCD）

科研教研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信心实现稳增长的机理与对

策研究”,项目号：20BJL020，2020-2023，主持.



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结构优化与制度

创新研究”，项目号：22&ZD117，2023-2027，参与.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复杂网络视角下金融尾部风险传染及突发不确

定传导机制研究”，项目号：72271135，2023-2025，参与.

4.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大数据背景下预期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影响

机制研究”,项目号：17CJJJ05，2017-2020,主持.

5.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高级微观经济学》省研究生教

育优质课程”，项目号：SDYKC17090，2017-2020,主持.

6.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行为金融学》课程教学案例库”，

项目号：SDYAL21087，2021-2024,主持.

7.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DSGE的不同经济主体预期与经济

波动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项目号：J17RA224，2017-2020,主持.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信用评价体系研究”，项

目号：项目号：J1724002，2017-2019，主要参与人.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供应链成员的动态公平 stackelberg-Nash

均衡策略研究”，项目号：项目号：71771129，2017-2021，主要参与

人.

10.青岛市金融学会重点课题：“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研究”，2018-

2019，主持.

1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研究”，项目号：

ZR2017BG102，2017-2020，主要参与人.



12.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实践教学体系构建”,项

目号：SDYC12018，2012-2014，主持.

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机制与对

策研究”, 项目号：12CRK024，2012-2015，主要参与人.

14.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消费者情绪对通货膨胀影响的

分析”,项目号：J12WG02，2012-2014，主持.

15.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东省绿色发展模式投融资机制研究”，

项目号：2011RKGB1053，2011-2012,主持.

16.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岛市循环经济投融资机制研究”，项目号：

QDSKL100202，2010-2011，主持.

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无效市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项目号：

70571042，2005-2008，主要参与人.

18.国务院国资委项目：“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难点与对策”，项目号：RC/

SASAC2007-9，2007-2008，主要参与人.

19.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证券投资的认识风险与认知收益研究”，项

目号：04BJJ25，2004-2007，主要参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