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的观念和始终的信心——访“黄达－蒙代尔优

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张晓朴

离约定的采访时间还有十分钟，张晓朴就已经到了，戴金边眼镜、

穿着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搭配淡黄的休闲外套，智慧、稳重中又有着

得体、潇洒。边在中国人民银行供职边在人大读博的张晓朴很忙，于

是我们的采访是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里进行的。这位首届“黄达

－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获得者找到了空位，就极自然地把桌上

别人留下的狼籍端去收理台，他说这是在国外去麦当劳吃东西时看到

的好习惯。举手间，谦谦君子的风度立现。

论文论文论文论文——“——“——“——“三个三个三个三个 1/31/31/31/3””””

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张晓朴的“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开

始的，张晓朴是全国的 4 位获奖者之一、也是“东道主”中国人民大

学唯一的获奖者，他的获奖论文题目是《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导

师是人大袁卫教授。3 月 19 日的颁奖仪式上，社科院的王真奇博士

曾高度评价了张晓朴的论文，说其具有深厚的国外文献基础和国情调

查准备，写作符合国际规范，能将现代经济计量学一些新方法，和最

新均衡汇率理论相结合，对西方均衡汇率比较和购买力评价理论的发

展线索及理论关键的分析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较大的便利，对

人民币汇率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提出的意见有相当的决策参

考价值。

论文也许是深奥、非专业人士难理解的，但张晓朴深入浅出地介

绍了他的论文是在 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内普遍存在人民币贬

值的心理预期的情况下构思的。“当时业内两种观点势均力敌：保持

人民币汇率稳定和适当贬值。两者都着重于定性分析，指出当前我国

出口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和对外贸易仍然为顺差、外汇储备丰富这

两类事实，但都没有深入本质，没有定量分析，缺乏有力的客观支

撑。”于是一直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张晓朴决定另辟蹊径，用计量



经济学的方法和国际最新理论成果探讨人民币到底该有怎样的均衡

汇率水平。

选题确定后，便是一年半的艰苦写作，张晓朴说这是三个

1/3——1/3 时间收集资料、数据，1/3 构造计量经济模型，1/3 写作。

这一个 1/3 是紧张忙碌的：光三、四厘米厚的文献，他就看了上百本，

更别提其他零散的资料了；导师推荐的国内专家、自己在工作中接触

到的国内外专家——包括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都成了他

的求助对象，“尤其是业内泰斗 John Williamston 教授，我只是试

着通过 E MAIL 想要一些文件，但他给我寄来了自己的书！”。第二

个 1/3 是艰苦的：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次构造此类模型，需要全新的建

构、反复的试验。而第三个 1/3 是相对轻松的，因为已经有了充分的

准备，但写作中仍然需要精心构造结构、组织语言。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小事小事小事小事””””

谈到获奖，张晓朴坦诚地说“这对我个人其实是小事”。毕竟，

和他曾获得的“二十一世纪银行家论坛征文一等奖”、“第六届全国

优秀金融论文评比一等奖第一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奖”等

业内大名鼎鼎的奖项比起来，“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不过

是锦上添花，“算是对论文价值的肯定吧！”

事实上，张晓朴的这篇《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论文早就被国内

外学术界认为“极具独创性”，并曾在斯坦福大学发表。而他也只是

在财经杂志上看到征文启事后提交了论文，抱着对自己再一次检验的

目的。在他看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其他的荣誉之类只是副产

品”。

从本科到博士，张晓朴的求学历程一直在人民大学，正如张晓朴

说的，他的获奖是对人大学术研究水平的肯定、对人大老师实力的认

定，表明人大的学生不论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上，能力都不

差。

导师导师导师导师————————良师益友良师益友良师益友良师益友



张晓朴的获奖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袁卫教授，他的硕士和博士导师

也就是袁卫教授，他坦言觉得“很幸运”，“袁卫老师在人大统计学

科建设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引入精算、计量管理等国际先进理论，

在促进经济学教育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功不可

没。”

在他眼中，导师是个“待人和蔼”、“治学精神严谨”同时又

“很有思想，思维活跃”的“Open Man”。袁卫教授给了张晓朴两件

最重要的东西——开放的观念和始终的信心，这样才使张晓朴能够大

胆地接受和运用多样的先进理论，同时在他的成长途中奠定了信念这

块基石。

记得 3 月 19 日的“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颁奖仪式上，

张晓朴的两句话获奖致辞中，第一句就是感谢导师袁卫。“当时还颇

为‘煽情’”，他笑着说：“在和袁卫老师讨论‘人民币均衡汇率研

究’这个颇有挑战性的论文选题时，老师总是大力支持我。要很具体

地形容与老师的感情不太容易，我和老师是在非常融洽的氛围内极为

自然地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工作、生活和社会问题。”

张晓朴还特别提到了这次获奖后袁卫教授对他说“你现在获得

的荣誉也很多了，不要骄傲”，“先生的关切尽在其中，我一辈子要

记住这句话。”

人大人大人大人大————————成长的地方、心之所系成长的地方、心之所系成长的地方、心之所系成长的地方、心之所系

张晓朴当天获奖致辞的另一句话则是“我在人民大学学习了将

近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心系人大，我衷心的希望我们人大财政金

融学院，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能够办成

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机构，谢谢大家！”从 1990 年进入人大，

从 17 岁到 23 岁，张晓朴在人大走向成熟。

刚入学时他也曾迷惘过，但他鼓励自己要“在新的起点竞争”，

于是大一、大二张晓朴刻苦读书，几乎从未逃过课，每晚上自习。奖



学金雷打不动有他一份，大四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读三年制研究生，他

只用了两年就完成。

在校期间，张晓朴读了不少书，本专业的、历史的、社会的、哲

学的，一点一滴积累知识。“尤其是哲学方面的书”，它们在潜移默

化中让人受益，教张晓朴“辨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现实，

学会用自己的思想去“赋予新的内容”。

但张晓朴也没有死读书。大三，他竞选做了系体育部长，研究生

时担任系里团总支书记、研究生会副主席、主席。他对自己的组织能

力也颇为自信：“延安精神研究会”反响不俗，“学术活动月”中请

黄达教授做讲座，可容纳 400 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回忆起这些社

团工作，张晓朴深有感触地说“大学里要以学习为主，也要适应生

活”，“比如做社团工作，培养组织协调能力、与人交往交流能力，

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完整人格的塑造极为重要。”

张晓朴评价自己在大学的生活是“充实的”、“没浪费时间”。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锻炼，跑步、打篮球，闲暇时喜欢与人

交往。“很少看电影，也算缺陷吧”，他幽默地说，不过现在他挺喜

欢看电影，尤其偏好历史、社会问题、伦理等题材，“算是弥补吧！”

人大对于张晓朴，他自己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人大给了他

知识、能力；培养了他为人处世务实的个性。在他看来，人大人有一

种可贵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事踏实不浮躁，这在工作岗

位上颇受欢迎。另外，人大有许多智慧的老师，比如导师袁卫教授，

比如赵彦云教授、易丹辉教授等等；人大还有他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至今仍构成他绝大部分的交往圈子，“不能不说是财富”。

作为人大的学子，张晓朴和所有人大人一样都非常关心人大的发

展，他则更关心经济学科的建设。“人大的经济学科有一定的优势，

但随着近几年各大院校相继开设这类专业，人大受到的挑战越来越

大。”他希望学校能加速其转轨，更多引入计量经济学、数理的内容，

与国际接轨，并采取更多吸引人才的措施，使其更加强大。



态度态度态度态度————————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

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或许无法了解张晓朴的全部人生态度，但他

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一步一步来”、“慢慢积累”，就像他说的：“不

论做什么，需要的是一种毅力。用计量学领域的术语来说，叫‘一致

性’（consistence）。”他还引用了雷锋的话：“做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说学术研究和工作也要保持住研究的热情，不

断摸索，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张晓朴的严谨态度也出于他的社会责任心和“事业心”，由于现

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些决定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大众、企业和各类银

行，举足轻重，所以他要求自己尽量做到完美。

聊完了张晓朴现在的工作，我们的采访也接近了尾声。他起身与

我握手，一如绅士。看着这样谦和、勤奋又认真的张晓朴，由衷希望

这位人大学子能够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大展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