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017 经济管理学院(022-60435165 韩老师)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拟招人数 7】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01 企业网络与协作运营
康 凯

魏 杰

①1101 英语

②2700 管理学

或 2701 微观经济学

③3700 管理研究方法

或 3701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或 3703 区域经济学

02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

0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 区域创新与资源优化管理

金 浩05 金融创新

06 新型城镇化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07 金融风险管理 刘国欣

08 服务系统与运营管理
吴晓丹

09 医疗工程与系统优化

10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管理
张 贵

11 创新生态系统

12 数据挖掘及其应用 武优西

13 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
李子彪

14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方法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拟招人数 9】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01 战略管理与管理创新 张东生★

①1101 英语

②2700 管理学

或 2702 经济学

或 2703 技术经济学

③3702 项目管理

或 3704 人力资源管理

或 3705 战略管理

02 人力资源优化与绩效开发 刘 兵

03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吕荣杰

04 公司治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05 宏观金融调控

叶 莉06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

07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08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
于树江★

09 家族企业管理

10 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 孙丽文

11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理论 任 亮

12 生态环境战略与管理创新 陈国鹰

13 创新管理 魏进平

14 领导力与人力资源管理 张昱城

注：姓名后带★号的导师在 2018年只招收硕博连读生。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参考书目
学院

代码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017 2700 管理学 《管理学》（第九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罗宾斯、库尔特著，孙健敏等

译

017 2701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主编

017 2702 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曼昆著

《微观经济学 》（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平狄克著

017 2703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概论》(第 2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陈立文、陈敬武主编

《工程经济学》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 陈立文主编

《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雷家骕、程源、杨湘玉编著

《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傅家骥、雷家骕、程源著

017 3700 管理研究方法 《管理研究方法论》（第二版）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李怀祖

017 3701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系统分析与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02）

John W. Satzinger, Robert B.

Jackson, Stephen D. Burd 著，

朱群雄、汪晓男等译

017 3702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杰弗里 K 宾图著，鲁耀斌等译

《项目管理导论》（第 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殷焕武

017 3703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第二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郝寿义、安虎森

《空间经济学教程》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安虎森

《区域经济学通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安虎森

017 3704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四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张德

017 3705 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张东生、李艳双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照片 导师简介

康 凯

康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企业信息化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工业大学曹妃甸工业区产业

规划与现代物流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河北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学

会副理事长，河北省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经营管理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制造业信息化专家组成员，河北省国有资产效绩评价专家组

成员，河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津贴获得者。IEEE 等国际会议论文评审专家，《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现代制造工程》编委会委员。长期从事

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持并完成 30 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包括 863 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科委软科学项等，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其

他奖励 3项。邮箱：kkang2000@sina.com

金 浩

金浩教授于 1982 年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曾在韩国国立木浦大学、全南大学、首尔大学等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作博士后及访问

学者，现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所长。

近几年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横向课题 40 余项；撰写《经济统计分析与 SAS 应用》、《农业过剩劳动二元经济发

展》等教材和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曾获天津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

社科奖多项；曾荣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河北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河北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优

化管理、管理经济学、发展战略等。

联系电话：022-60435919 60204876

张 贵

现任河北省软科学基地和省新型智库“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京津冀区域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执行主任；南开大学博士、博士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访问学者；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中国经济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河

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等。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50 余篇论

文，出版专著 10 部，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 3 项、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 30 多项，获得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要求考生为经济学专业或管理学专业，且数学较好。

电话：022-60435184，邮箱：zhanggui2050@126.com

吴晓丹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理事，天津工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在本领域国际期刊 EJOR 发表论文单篇引用超过 150 次；国际期刊 C&OR、IJPE

及国内 A类期刊管理评论评审专家，本专业 A类国际会议 INFORMS 及 ICSSSM 等其它多个国际会议的 Session Chair。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与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与本领域领先的宾州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长期合作，现共同

致力于医疗系统工程、服务运营等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xwu@hebut.edu.cn



武优西

简介：1974 年 6 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访问学者，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先后主持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8 年）；参与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 年和 2002 年）和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0 年）；

河北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2014 年和 2015 年）。在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度获评河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该年全省共 106 篇；2015

年-该年全省共 118 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项目、河北省教育厅重点

项目等项目，主要研究兴趣为数据挖掘、智能计算和机器学习。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 SCI 一区、二区或知名 SCI 期刊以及一级学报发表论文及

ICTAI 等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20 余篇。为 SCI 一区、二区期刊及一级学报审稿 30 余篇。

详见个人主页： http://wuc.scse.hebut.edu.cn

招生对象：

1、对学术具有浓厚兴趣者；

2、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较好的编程能力（MATLAB、JAVA、C/C++）、较好的英文水平（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专业文献）；

3、对某个研究内容有较深入的理解、并在硕士阶段撰写过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4、乐观开朗、积极主动，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者。

联系方式：wuc567@163.com

李子彪

李子彪，管理学博士，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2012-2013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公派访问学者，河北省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河北

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天津青年“创新创业创优”先进个人，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现任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

法律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经管分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投入产出协会副理事长、河北

省科技发展战略与创新管理软科学研究基地客座研究员、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创业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

主要研究 R&D 管理、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管理、SMEs 与创业企业管理、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区域创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科技部科技评估与统计专项、中国科协委托课题、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及各类厅局级课题

和大型企业委托项目 30 余项。部分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用。获得省社科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 项，出版专著 4 部，发表各类论文 30 余篇。欢迎具

有管理科学、企业管理、科技创新管理、应用数学或产业经济背景的学生报考。联系方式：lizibiao2008@126.com

刘国欣

刘国欣，博士、教授. 上世纪 90 年代在非齐次马氏链泛函的强大数定律及条件三级数定理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1995 年师从著名数学家侯振挺

教授研究逐段决定马氏骨架过程。为逐段决定马氏过程的研究奠定了全新的起点和新的理论基础。主要研究成果汇集于与侯振挺教授合著的专著

《Markov Skeleton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近十年来，重点转向金融、保险风险及其优化问题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 项，在研 1 项。在 Stochastic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中国科学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著作 3部。1999 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2007 年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现兼任中

国工程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河北省数学会理事长。考生应有较好的应用数学基础。邮箱: gxliu@hebut.edu.cn

吕荣杰

吕荣杰，男，1964 年 1 月出生，河北抚宁人，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教学名师。

教学科研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治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主讲组织行为学等课程，指导工商管理硕士、MBA、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博士。主持主研了国家自然基金、国家软科学、河北省自然基金等项目 17 项，其中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4项。参与编写教材 6部，发明专

利 1项，在学术期刊和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70 余篇。联系方式 rjlv@hebut.edu.cn

http://wuc.scse.hebut.edu.cn
mailto:wuc567@163.com
mailto:gxliu@hebut.edu.cn


刘 兵

刘兵，男，1968年 12月出生，河北乐亭人，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学科研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主讲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指导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BA、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河北省软科学等项目 20余项。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系统工程学报》、《中国软科学》

等核心期刊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60余篇，其中 EI、CSSCI检索 20余篇，出版专著《企业经营者激励制约理论与实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外包理论与方法》、《区域人才聚集系统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河北省和天津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项。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只招收全日制脱产博士生。联系方式：liubing@hebut.edu.cn

于树江

于树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持承担了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4项，参

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软科学项目 2项，参与完成了省部级科研项目 14 项，参与完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 5项。发表核心

期刊科技论文 40 余篇，EI、ISTP 检索论文 13 篇。两次获得学校年度课堂教学优秀奖。

电子邮箱：mbaysj@163.com

联系电话：022-60438498

孙丽文

研究方向：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即基于创新理论，探索技术学习、技术扩散与区域产业集聚生长的理论与实践，具体包括区域创新生态系

统、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及绿色创新等。近年主持与承担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河北省科技厅软科

学、天津市社科规划、河北省社科基金、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等 30 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曾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北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河北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优秀成果三等奖。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天

津大学学报》、《统计与决策》等国家核心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对报考考生的要求：正规院校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毕业，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热爱科研工作 。

联系方式：sunliwen@hebut.edu.cn，13821825967

任 亮

科研工作经历：男，1963 年生，山西天镇人，河北北方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

者。1986 年 7 月— 至今河北北方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导；其中：1998 年 9 月—2001 年 6 月在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2002 年 9 月—2005

年 6 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2005 年 9 月—2008 年 12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2006 年 3—6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2013 年 8 月—

2014 年 2 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2017 年 3 月 5—25 日在法国巴黎大学、尼斯大学等大学访学与考察。

学术成就：为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优秀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人选、河北省优秀专

家、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理论课骨干教师、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河北省优秀理论宣讲员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各 1 项，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河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和其他厅局级课题 28余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68篇，其中核心期刊 45 篇。在《理论前沿》、《理论学刊》、《理论

探讨》、《理论探索》、《理论与改革》、《理论月刊》、《理论界》、《探索》、《求实》、《青年研究》、《中国共产党》、《科学社会主

义》、《应用生态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参编论著 3部，译著 5部。

获奖情况：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北省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

等奖励。

联系方式：renliang699@163.com

mailto:mbaysj@163.com


陈国鹰

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子和行政管理及环境管理方面的研究。作为主研，承担多项国家、省科技项目，曾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

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目前，作为课题负责人(组长或副组长)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京津冀区域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优化与示范)、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专项(典型区域大气排污许可管理体系设计与试点研究)等课题。

本专业研究生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与管理创新研究、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大气污染水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设备优化与控制技术研究。

联系方式：电子邮箱:chenguoying@vip.sina.com

手机号码：15081181666

张东生

感兴趣的主要教学和科研领域：企业战略与管理创新；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生态经济发展问题。发表有诚信也是生产力、趋于极限管

理模式等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有《现代企业管理》、《企业战略管理》、《趋于极限管理》、《趋于极限战略》、《基于 TRIZ

的管理创新方法》等教材和专著。曾获得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只招收相同或者相近学科的考生。联系方式：zdsheng@sina.com

叶 莉

叶莉，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里昂国际商学院访问交流。长期从事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主要研究方向：宏观金融调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金融、投融资决策与风险控制。所从事的研究方向特色突

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天津市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省软科学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天津市科委计划项目、河北省民盟重点调研课题、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等十余项；撰写教材 3部；著有

《中国金融安全运行机制与预警管理研究》、《中美经济非对称共生条件下我国流动性重复逆转问题研究》等专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

40余篇，其中 19篇论文被 CSSCI、EI收录。

只招收全日制脱产博士生。联系方式：yeli_cn@163.cn

魏进平

男，汉族，1974年 6月生，河北省元氏县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导，现任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主

要围绕科技创新管理、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学生社会责任评价与教育等选题开展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 10余项省级课题，出版 2部著作，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相

关成果报中央领导参阅，多名省级领导肯定批示，主持完成的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河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省级奖励。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培育对象、

河北省委宣讲团成员、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河北省社科联政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高校智库专家，先后入选

河北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河北省首批燕赵文化英才工程（理论人才）、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

程”等专家或人才序列。考生熟悉京津冀区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联系方式 13752576816。



魏 杰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运营管理、收益与定价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近几年在《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Computers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等运筹与管理领域重要国际期刊发表 SCI/ SSCI检索学术论文 20余篇。作为负责人主持了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另外作为骨干先后

参与完成了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作为主持人已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被国家基金委管理

学部评为优秀，作为第三完成人完成的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闭环供应链的回收定价与制造/再制造联合决策”，在 2016年 7月获天津市第十四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欢迎具有管理、经济或数学背景及交叉专业背景的研究生报考。E-mail: weijie2288@163.com

张昱城

张昱城教授 2014年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博士，目前任职于河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SSCI一区）期刊副主编，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担任管理学/商

学领域内主流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Human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等期刊审稿人。其研究领域为辱虐管理、家庭友好型人力资源实践、管理学大数据、多层分析模型，元分析方法等。自 2014年以来，

张昱城博士已在 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Management Decision 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10余篇。联

系邮箱：yucheng.eason.zh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