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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工作简历 

1984.9-1988.6 山东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8.9-1991.6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1.7 以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1997.9-2002.6 山东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2.10-2004.12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2007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1994 年晋升讲师 

1997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2000 年破格晋升教授 

2002 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2000.9-2001.3 担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2001.4-2007.12 担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008.1-2012.11 担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 

2012.5-2014.6 担任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 

2014.7-2015.9 担任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2015.7-2018.2 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2018.2-至今担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二、教学、科研概况 

主要从事民间金融、农村金融、金融投资、资本市场以及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其他省部及各类横向研究课题 40 余项，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间金融风险：变迁、区域差异与治理研究”是山东省人

文社科研究领域学者首次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重点项目。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Modelling,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经济研究》《经

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

贸经济》《改革》《财政研究》等国内外 SSCI、CSSCI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

余篇，出版著作、译著、教材 20 余部。研究成果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

二、三等奖等奖项 10 余次。主持承担了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国家级专业教学团队、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人才培养实验区以及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规划教材等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教学成果曾荣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了山东省金融学重点学科、山东省

应用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省金融风险控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山东省金融风险控制方法与政策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区域金融改革与发

展研究中心新型智库建设。在智库建设方面，围绕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区域

金融发展等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呈报件得到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时

任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的批示。在服务地方方面，主持了山东省“十二五”金融业

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金融业发展规划、东营市金融业发展规划、日照市金融业

发展规划、东营银行中期发展规划、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对策研究以及国家

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多项业务规划等委托研究项目。 

 

三、主要科研项目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制度创新研究（22&ZD117），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 年 12 月，80 万元，负责人 



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研究（22AWTJ23），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2022 年

11 月，5 万元，负责人 

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结构优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1AZD114）,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2021 年 12 月，35 万元，负责人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山东实践研究（21AWTJ06），山东省规划办重大项目，

2021 年 10 月，30 万元，负责人 

“十四五”时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1 年度专项课

题重大项目，2021 年 7 月，10 万元，负责人 

山东建设“金安工程”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研究，2019 年度山东省人民政府决

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0 月，10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十四五”金融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山东省“十四五”发展规划前

期研究重大课题，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10 月，15 万元，负责人 

网络借贷市场风险识别、传染与防控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视角（7187307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49 万元，负责人 

产业兴旺视角下山东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18BCXJ04），山东省社科

规划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研究专项，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9 万

元，负责人 

金融改革创新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研究（18-JS-0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

（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委托课题），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8 万元，负责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青岛市哲学社科规划，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5 万元，负责人 

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研究(18AWTJ5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

究项目（重大委托），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10 万元，负责人 

金融科技风险分析与监管对策建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2017 年 9

月，150 万元，共同第一负责人 

绿色金融研究（16AWTJ02），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10 万元，负责人 

P2P 发展中的风险暴露与治理研究，山东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项目，2016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12 月，10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首批重点新型智库，山东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50 万元，负责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推进山东省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部分），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12 万元，

负责人 

两区、一圈、一带战略深入实施及区域协调发展重大问题研究（2014RZE27006），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招标项目，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3 月，6 万元，负

责人 

民间金融风险：变迁、区域差异与治理研究（71333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215 万元，负责人 

小额贷款公司系统性风险的评估与度量研究（71273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51 万元，负责人 

山东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研究（2012RZE27001），山东省软科学重点项

目，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5 万元，负责人 

金融风险控制中的风险量化与防控技术研究，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3 月，50 万元，负责人 

关于打造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对策研究，济南市委专家智库重大课题，2012 年

10 月，负责人 

山东省金融支持蓝黄两区建设，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招标项目，2012 年 6

月，负责人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绩效研究（11YJA79004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9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山东省金融办公室，2010 年，负责人 

黄河三角洲金融业发展规划，山东省金融办公室，2010 年，负责人 

东营市金融业发展规划，东营市金融办公室，2010 年，负责人 

日照市金融业发展规划，日照市金融办公室，2010 年，负责人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业务发展规划，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2010 年，负

责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金融支持平台建设（11020013550965），东营市政府

横向委托项目，2009 年，负责人 

二元共生多层互补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2009RKA053），山

东省软科项目，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3 万元，负责人 

建立完善我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研究  （08JDB030），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

项目，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2 万元，负责人 

农村金融组织支农行为、绩效与激励机制研究（2008RKB061），山东省软科项

目，2007 年，第二负责人 

金融风险控制中的定量分析与计算（2007CB814900），科技部 973 计划项目，

2007 年，主要参加人员 

自主创新风险投资环境研究（A200610），山东省软科办招标项目，2007 年 1 月

至 2008 年 1 月，3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金融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山东大学服务山东重大项目，2006 年，负责人 

自主创新风险投资环境研究（A200610），山东省软科办招标项目，2006 年，负

责人 

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及相关政策研究（2004DGQ2D089），国家软科

学项目，2004 年，子项目负责人 

济南市金融发展问题研究，济南市委宣传部和山东大学联合委托重大项目，2005

年，负责人 

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A200324），山东省软科学重点项目，

2003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3 万元，负责人 

“非正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创新（03BJJ25），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1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和模式研究（A200302），山东省软科办招标

项目，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12 月，2 万元，负责人 

中国民间金融：金融的边缘化与金融制度创新（2003033257），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项目，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3 月，1 万元，负责人 

中国股票市场宏观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11020052182070），山东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青年成长基金，2002 年 



民营经济投融资问题研究（01BJJ39），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1 万元，负责人 

山东省融资战略研究，山东省软科办招标项目，1998 年，负责人 

 

四、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 

Li, J.（李建文） , Zhang, B.（张博） , Jiang, M.*（姜明明） , Hu, J.(胡金

焱).(2023). Homophilous intensity in the online lending market: Bidding behavior and 

economic effec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52, 106876.（SSCI） 

Li, J.（李建文）, Zhou, Y.*（周旸）, Hu, J.(胡金焱), & Guo, F（郭峰）.(2023). Local 

bias vs home bias: Evidence from debt-based crowdfunding.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SSCI） 

Su, C. W., Chen, Y., Hu, J.(胡金焱), Chang, T., & Umar, M*. (2023). Can the green 

bond market enter a new era under the fluctuation of oil price?. Economic Research-

Ekonomska Istraživanja, 36(1), 536-561.（SSCI） 

Hu, J.(胡金焱), Wang, K. H.*, Su, C. W., & Umar, M. (2022). Oil price, green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China's perspective. Resources Policy, 78, 

102788.（SSCI） 

胡金焱,张晓帆.“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01):3-16 

孙继国,陈琪,胡金焱.金融科技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创

新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1-13[2022-10-09]. 

Li,J.（李建文）, Hu, J.(胡金焱)*. (2022). Migrants and default: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2(3), 472-505. (SSCI) 

张笑 ,胡金焱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J].山东社会科

学,2022(08):138-146. 

胡金焱.金融与艺术的融合——《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评介[J].

东方论坛,2022(04):155-156. 



胡金焱,张晓帆.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J].济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2,32(01):101-116+176. 

胡金焱 ,韩坤 .创业者自信程度与融资表现：来自众筹的经验证据 [J].改

革,2022(01):140-155. 

胡金焱.普惠金融发展的“两难”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1（11）:31-

37. 

胡金焱,韩坤.网络众筹融资表现与风险:逆向选择还是道德风险?——基于投资人

评价的文本挖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152-162. 

Li,J.（李建文）, Zhang, X.（张晓帆）, & Hu, J.(胡金焱)*. (2021). Strategic co-funding 

in informal finance marke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4(1), 329-349.（SSCI） 

安强身，胡金焱，于涛.网贷平台异质性、信任倾向与决策理性——基于出借人对

网贷平台选择的实证分析[J].改革，2021（07）:120-135. 

胡金焱.创建“一二三四五”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21(05):10-

14. 

胡金焱.从小康奔向现代化的奋进宣言[J].山东教育(高教),2021(Z1):8-10. 

胡金焱,韩坤.创业者竞争、投资人关注与众筹融资绩效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网

络外部性理论[J].经济学家,2021(01):91-99. 

孙继国,韩开颜,胡金焱.数字金融是否减缓了相对贫困?——基于 CHFS 数据的实

证研究[J].财经论丛,2020(12):50-60. 

孙继国，王倩，胡金焱.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41(06):27-34. 

胡金焱,韩坤.互联网借贷能否实践“扶弱解难”的普惠金融理念——基于“人人贷”

数据的分析[J].管理科学,2020,33(06):3-15. 

胡金焱.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山东金融风险防控:冲击与应对[J].理论学

刊,2020(06):38-44. 

胡金焱，水兵兵.风险资产配置、股价波动与网贷风险——兼论对网贷利率的影响

[J].山东社会科学,2020(11):124-131. 



孙继国，胡金焱，杨璐.发展普惠金融能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吗?——基于双重差分

模型的实证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20(10):47-54. 

胡金焱，韩坤.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网络众筹融资绩效解构[J].财贸经济，2020,41

（09）：100-116. 

胡金焱，水兵兵.互联网金融借贷期限、信用风险与定价关系研究——基于借款者

投融资期限错配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09):3-18. 

胡金焱，李建文，方诚.画中有意:网络借贷与人物头像[J].东方论坛,2020(02):1-

17+158. 

胡金焱.公司投融资决策研究领域的新探索——评《管理者风格与企业投融资决

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0(03):194. 

胡金焱，水兵兵.去杠杆背景下差别化信贷政策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贵吗?——基

于自然实验的设计[J].东岳论丛, 2020(02):39-52+191. 

胡金焱 .“四优化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 [J].农村工作通讯 , 

2020(02):39. 

胡金焱.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本科教育改革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20(01):65-

69. 

张笑，胡金焱.地理距离、信息不对称与借款人违约风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0(01):143-153. 

肖建红，高雪，胡金焱,丁晓婷,赵玉宗,赵梓渝.群岛旅游地海洋旅游资源非使用价

值支付意愿偏好研究——以山东庙岛群岛、浙江舟山群岛和海南三亚及其岛屿为

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8):168-176. 

胡金焱，李建文. 信贷市场存在行业歧视吗--以 P2P 网络借贷为例的研究[J].财贸

经济，2019，40（07）：36-51. 

张笑，胡金焱.高收入者参与 P2P 网络借贷的动机: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J].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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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获“山东大学十大教学名师”； 

2004 年，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从理论实证到经验

实证：反“经济衰退”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5 年，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中国股票市场宏观

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6 年，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非正规金融与小额

信贷：一个理论评述》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7 年，主持的《金融投资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2008 年，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农村正规与非正规

金融发展：山东例证》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主持的《金融投资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8 年，“金融—数学跨学科交叉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验区”获国家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第二负责人）； 



2008 年，主持的《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本科跨学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被评为

山东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9 年，经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主持的“金融工程”专业获批第四批高校特色专

业建设点； 

2009 年 9 月，经教育部批准，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金融数学高级人才培养体

系的构建与创新实践》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9 年，《金融数学高级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实践》获第六届山东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成员）； 

2009 年，主持的“金融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2010 年 8 月，经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主持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

级教学团队； 

2011 年，获第六届“山东省教学名师”称号； 

2011 年，主持的《证券投资学》教材获第二届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012 年 9 月，获山东大学第四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 

2012 年 12 月，经教育部批准，主持的《证券投资学》教材入选首批“十二五”国

家规划教材； 

2013 年 4 月，经教育部批准，获教育部“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3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3 年 4 月，经教育部批准，《金融投资学》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014 年 3 月，主持的《金融类本科专业体系塑造-交叉应用型人才培养、国际化

建设与实验教学》项目获得第七届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4 年 5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荣获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17 年 7 月，获山东大学第九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 

2017 年 9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民间金融、产

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获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8 年 5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入选山东省金融高端人才奖励名单； 



2018 年 8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气候冲击、民

间金融与农民起义—典当的避险作用》获山东省第三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

等奖； 

2018 年 8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智库首批专家； 

2018 年 10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批准，入选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 

2018 年 11 月，经教育部批准，获教育部“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2019 年 1 月，经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入选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产业

金融产业智库首席专家； 

2019 年 4 月，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入选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9 年 6 月，入选 2019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管理科学专业评审组专家组

成员； 

2019 年 7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P2P 借贷中投

资者的理性意识与权衡行为——基于“人人贷”数据的实证分析》获山东省第三十

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0 年 12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获山东省经济领域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21 年 2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届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当选山东省社会科学

届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2021 年 6 月，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专著《证券投资学》获 2020 年山东省普通

高等教育一流教材； 

2021 年 12 月，经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批准，论文《P2P 网络借

贷是否实现了普惠金融目标》获山东省第三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2 年 3 月，经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批准，成果《青岛大学“一核

两基三全四温五成”协同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获山东省第九届教学成果奖（高

等教育类）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