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方向 

  1996 年以前，他主要从事美国经济研究，在《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政经期刊》、

《金融经济学期刊》等国际最顶尖经济金融类杂志上发表其研究成果，至今仍被无数人引用。

1996 年后转向亚洲问题，2000-2004 年先后发表研究亚洲经济的权威论文 5 篇，建立了亚洲

和欧洲金融数据库。如今已被研究界广泛采用，郎的另外贡献是对公司破产的研究，他的破

产论文在 1990 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

高的 28 篇公司财务论文中，两篇为他的论文。郎咸平作为金融学家在经济（管理）学界享

有 盛 名 。 被 列 入 世 界 经 济 学 家 名 人 录 中

(Who’sWhoinEconomics,4thEdi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2003)。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金融

管理教科书均引用郎咸平的论文。 

  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

曾于 1998-2001 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

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金融学界最富盛名的《2000 年金融经

济学期刊》、《2002 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

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

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并且致力于中国本土商业案例的解剖。数据客

观真实，思维切入点独特，成就斐然。中国商学院的学生和中国的企业家对于管理知识的饥

渴已远远超过了美式教材所能给予的，而郎咸平则致力于挖掘和解读中国自己的商业案例。 

  郎咸平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郎博士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

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1990

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2

年将他的四篇学术论文评为必读的经典论文（ALLSTARPAPER）。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

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他在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 1986 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学术成果不仅被学术界和财务管理教科书广泛引用，还为众多的知名媒体所报道。 

  郎教授曾于 1998-2001 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

股民权益的课题。郎教授 2001 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

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 

  郎咸平是最早公开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出批评的人，并致力于对国企改革中出现

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是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建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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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桃园名校、名企 

 

名校 

国防大学 

学校信息 

校训 诚实、结实、踏实 

建校时间 1906 年成立陆军军官学堂 

1912 年改制陆军大学 

1969 年整并为三军大学 

2000 年成立国防大学 

学校类型 国立，军事院校 

校长 金乃杰上将 

校址 台湾桃园县八德市（校本部） 

台湾桃园县大溪镇（中正岭校区） 

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岗校区） 

校园环境 郊区 

网站 http://www.ndu.edu.tw/ 

国防大学位于台湾桃园县八德市，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军事专门学校、亦为首要之军事学

府。以培养国家各阶层研究国家战略人才及国军战术、战略研究、国防科技、资源管理、法

律与政治作战等领导人才为宗旨，兼具国防智库功能。国防大学目前是由三军大学、中正理

工学院、国防管理学院及政治作战学校等四所院校整合组成。 

国防大学沿革 

2000 年 5 月 8 日，由三军大学、中正理工学院、国防管理学院及国防医学院等四所学

校，整合成立国防大学校本部于桃园龙潭郷中兴路 56 号。 

2004 年 7 月，成立战略研究中心（国防智库）。 

2006 年 1 月 1 日，原隶属国防大学的国防医学院，再分出为独立学院，由国防部军医

局督导。 

2006 年 9 月 1 日，奉国防部“北部地区校院调并”案，将政治作战学校纳入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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