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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学术简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 北京 100871 

电话：86-10-6275-9293 

传真：86-10-6275-0030 

Email：jgxu@nsd.pku.edu.cn 

 

现任职务  

金融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研究兴趣  

金融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金融市场 

 

教育背景  

2005 年 5 月，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2000 年 7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1997 年 7 月，北京大学数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0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2007-2009 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金融学助教授（tenure track） 

2005-2007 香港大学，金融学助教授（tenure track） 

 

教授课程  

金融经济学（研究生），北京大学 

投资学（本科），北京大学 

投资学（MBA），北大国际 MBA 

mailto:jgxu@nsd.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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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学（本科），北京大学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研究生），北京大学 

投资与资产管理（本科），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金融学导论（本科），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行为金融学（MBA），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公司金融（本科），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英文发表  

1. China’s Urban Pension System: Reforms and Problems", with Yaohui Zhao, Cato Journal, vol. 

21, winter 2002, 395-414. 

2. "Liquidity Risk and the Hedging Role of Options", with Keith Wong,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vol. 26, June 2006, 789-808. 

3. "Price Convexity and Skewness", Journal of Finance LXII, October 2007, 2521-2552.  

4.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confidences on investment style,” Journal of Behavioral Finance, 

2012, Vol. 13, Issue 3, 174-183. 

5. “Short sale constraint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rading,”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3, 2010 No.1, 87-104. 

6. “Housing price and fertility rate,” with Li Pan,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2 Volume 5, Issue 

2-3, 97-111. 

7. “Weekly momentum by return interval ranking,” with Li Pan and Ya Tang,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3, Vol. 21, Issue 1, 1191–1208. 

8. “Short sale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interpretations, and asymmetric price reactions to 

earnings announcements,” with Eric Cheung and Liu Zhe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32 (6), November–December 2013, 435–455. 

9. “China's Sovereign Debt: A Balance-Sheet Perspective”, with Xun Zha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Vol. 31, 55-73. 

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cej20/5/2-3
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cej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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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riving for a prosperous service sector,” forthcoming in China Toward an Upper-Middle 

Income Country: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edited b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1. “Market Volatility and Momentum,” with Kevin Wa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volume 30, January 2015, 79-91. 

 

中文发表  

12. “融资约束、股价信息含量与投资-股价敏感性”（和唐涯、于丽峰），《金融研究》2014 年

第 11 期，159-174。 

13. “中国资本回报率再测算”（和张勋），《世界经济》2014 年第 8 期，第 3-23 頁（首篇）。 

14. “A 股分红的国际比较”（和冯时），《上海金融》2014 年第 5 期，第 89-94 页。 

15. “深圳更新城市的市场之门—深圳市化解土地房屋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56-71. 

16. “汇率制度、实际汇率与服务业发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林念，黄益平），

《世界经济》2013 年第 2 期，78－92 页。 

17. “中国政府债务的状况、投向和风险分析”（与张勋），《南方经济》2013 年第 1 期，14－

34 页。 

18.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与冯时），《南方经济》2012 年第 11 期，102－115 页。 

19.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上海金融》，2012 年 4 月，3-7。 

20. “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127-139. 

21. “低利率推高房价：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证据，”《上海金融》，2011 年第 12 期，5-13。 

22. “A 股市场的风险与特征因子”（与潘莉），《金融研究》2011 年第 10 期，140-154。 

23. “人民币贬值与服务业停滞，”《世界经济》2011 年第 3 期，3-20（首篇）。 

24. “A 股个股回报率的惯性与反转”（与潘莉），《金融研究》2011 年第 1 期，149-166。 

25. “中国 A 股指数的过度波动,”《金融研究》，2010 年第 8 期，94-111。 

26. “还权赋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2

期，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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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与赵耀辉），《经济学季刊》，第 1 卷

第 1 期，2001 年 10 月。 

28.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的转轨问题”（与赵耀辉），《改革》，2000 年第 3 期。 

29. “另辟中国城市养老体制的替代转轨方案”（与赵耀辉），《会计之友》，2000 年 1 月。 

30. “中国城镇的就业选择与收入决定”（与赵耀辉），《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问题》，王裕

国、陈爱民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学术著作 

《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 月。 

 

主要研究项目 

1. 城乡一体化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教育部（项目负责人） 

2. 中小型服务业企业融资问题研究，花旗银行（项目负责人） 

3. 长沙城乡统筹改革试点研究，长沙市国土局（项目负责人） 

4. 桐山教育基金课题“东亚国家的产业升级经验研究”（项目负责人） 

5. 深圳土地制度改革，深圳市规划与土地委员会（周其仁牵头，主要研究人员） 

6. 成都城乡统筹土地制度改革，成都市国土局（周其仁牵头，主要研究人员） 

7. G20 咨询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卢锋牵头，主要研究人员） 

8. 关于中国步入中高收入国家的挑战与对策，亚洲开发银行（黄益平牵头，主要研究成员）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动性螺旋与投资者情绪：银行间市场与资本市场流动性冲击传导

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71472006，2015-2018）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投资者羊群行为：市场微观结构与宏观信息环境视角的研究”（项目

号：71102022，2012–2014）(主要研究成员) 

11. 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人力资本与长期发展问题研究（巫和懋牵头，主要研

究成员）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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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BER－CCER annual conference，AEI-Five Institute 

joint workshop，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学术研讨会 

2013 年：金融 40 人论坛年会, Maca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3 

2012 年：CSBF 两岸金融研讨会；中国国际金融年会（CICF）；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世界经

济学年会 

2011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2010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经济学年会 

2009 年：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8 年：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7 年：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6 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亚太金融市场第一次国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Financial Markets） 

2005 年：新加波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美国东部金融学会年会 

（Annual Meeting Eastern Finance Association） 

 

非匿名评审文章 

1. “2014 农村改革：只差一点穿透力”，《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31 日 

2. “克鲁格曼的误导”，《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26 日 

3.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23 日 

4. “作为主角的农民”，《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16 日 

5. “中国经济还能牛多久？”，《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11 日 

6. “张培刚说“工业化””，《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9 日 

7. “都是预期惹的祸”，《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1 日 

8. “降息背后：实际利率、融资成本与经济增长”，《澎湃新闻》，2014 年 11 月 28 日 

9.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澎湃新闻》，2014 年 11 月 25 日 

10.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澎湃新闻》，2014 年 11 月 18 日 

11. “以地养老的幻象”，《澎湃新闻》，201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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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澎湃新闻》，2014 年 10 月 28 日 

13.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澎湃新闻》，2014 年 10 月 21 日 

14.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澎湃新闻》，2014 年 10 月 17 

15.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澎湃新闻》，2014 年 10 月 14 日 

16.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启动流转，严防风险”，《澎湃新闻》，2014 年 10 月 10 日 

17.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澎湃新闻》，2014 年 9 月 29 日 

18.  “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澎湃新闻》，2014 年 9 月 16 日 

19.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澎湃新闻》，2014 年 9 月 15 日 

20. “土地测量的拼图游戏”，《东方早报》，2014 年 9 月 9 日 

21. “耕地的弹性”，《东方早报》，2014 年 9 月 1 日 

22. “谁动了 18 亿亩唐僧肉？”，《澎湃新闻》，2014 年 8 月 25 日 

23. “崽卖爷田不心疼——‘代耕’制度下的土地城市化”，《东方早报》，2014 年 8 月 12 日 

24. “户改破冰——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澎湃新闻》，2014 年 8 月 11 日 

25.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澎湃新闻》，2014 年 8 月 6 日 

26. “历史在这里倒退：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东方早报》，2014 年 7 月 29 日 

27.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澎湃新闻》，2014 年 7 月 22 日 

28.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东方早报》，2014 年 7 月 15 日 

29. “理财产品会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吗？”，《东方早报》，2014 年 5 月 13 日 

30. “互联网能取代‘金融中介’吗？”，《新京报》，2014 年 4 月 29 日 

31. “金融改革，‘倒逼’能走多远？”，《新京报》，2014 年 4 月 22 日 

32. “‘高科技’外衣下的民间金融”，《新京报》，2014 年 4 月 15 日 

33. “互联网金融为何在中国这么火？”，《新京报》，2014 年 4 月 8 日 

34. “贴现率那点事儿”，《东方早报》，2013 年 10 月 22 日 

35. “中国基建投资该投向哪里？”，《FT 中文网》，2013 年 9 月 12 日 

36. “索洛没有说什么？”，《FT 中文网》，2013 年 8 月 14 日 

37. “‘保增长’保的是什么？”，《FT 中文网》，2013 年 7 月 24 日 

38. “日本静待结构改革”，香港《信息》杂志，2013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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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开放金融市场须防范国际金融风险”，《21 世纪经济报道》，2013 年 6 月 17 日 

40. “反思克鲁格曼的‘预言’”，《金融博览》，2013 年第 05 期 

41. “吃出来的通胀？”，《FT 中文网》，2013 年 3 月 21 日 

42. “农地不集中，粮食不安全”，《FT 中文网》，2013 年 2 月 28 日 

43. “农地不集中，粮食不安全”，《FT 中文网》，2013 年 2 月 28 日 

44. “从‘史上最严交规’说起”，《FT 中文网》，2013 年 1 月 8 日 

45. “从克鲁格曼的预言说起”，《FT 中文网》，2012 年 12 月 26 日 

46. “增值税税率可以降一点”，《新京报》，2012 年 12 月 12 日 

47. “反思金融创新”，《FT 中文网》，2012 年 12 月 6 日 

48. “中国基础设施与民生”，《FT 中文网》，2012 年 11 月 2 日 

49. “坚持了 20 年的增长预测”，《FT 中文网》，2012 年 10 月 15 日 

50. “基础设施与经济周期”，《FT 中文网》，2012 年 9 月 28 日 

51. “以量压价解利率困境”，《证券市场周刊》，2012 年 8 月 20 日 

52. “基础设施与通货膨胀”，《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8 月 11 日 

53. “基础设施与中等收入陷阱”，《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8 月 4 日 

54. “2012 会是又一个 1997 吗？”，《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7 月 28 日 

55. “中国不缺经济增长点”，《FT 中文网》，2012 年 7 月 26 日 

56. “重点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第一财经日报》，2012 年 7 月 24 日 

57. “辨析国家负债”，《证券市场周刊》，2012 年 5 月 2 日 

58. “禀赋约束下的经济变迁”，《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3 月 23 日 

59. “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FT 中文网》，2012 年 3 月 22 日 

60. “索洛说对了什么？”，《FT 中文网》，2012 年 2 月 2 日 

61. “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1 月 14 日 

62. “人口城市化将换来 20 年高增长”，《FT 中文网》，2011 年 12 月 29 日 

63. “负利率刺激投机与泡沫，”《改革内参》，2011 年第 29 期，27-28 

64. “高房价压低生育率”，《FT 中文网》，2011 年 10 月 27 日 

65. “美国在走日本‘失落十年’路”，《环球时报》，2011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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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负利率推动高房价”，《FT 中文网》，2011 年 6 月 16 日 

67. “农村承载力”，《理财一周报》，2011 年 3 月 4 日 

68. “房价、低价、地票价三问”，《FT 中文网》，2011 年 2 月 10 日 

69. “净出口与服务业的此消彼长”，《FT 中文网》，2010 年 10 月 28 日 

70. “人民币贬值与服务业停滞”，《FT 中文网》，2010 年 8 月 12 日 

71. “G20 后，寻找自己的‘药方’”，《文汇报》，2010 年 6 月 30 日 

 

奖励 

首届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金融青年科技进步奖”，2012 

桐山教育基金，2012－2013 

优秀班主任，2011－2012 

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基金，2010-2012 

SHRRC 研究奖，加拿大政府，2009-2012 

年轻学者基金，麦吉尔大学，2007-2010 

RGC 研究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08-2010 

项目研究基金，香港大学，2005-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