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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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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009.12 青海大学经济系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2009.12-2010.7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教授、教研室主任
2010.7-2012.5 青海大学校办公室 教授、秘书、主任科员
2012.5-2013.1 青海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党委委员、副院长
2013.1-2016.11 青海大学研究生院 二级教授、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2016.11-2020.6 青海大学研究生院 二级教授、党委书记、副院长
2020.6-至今 青海大学研究生院 二级教授、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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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1]2019.12-2023.1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祁连山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问题研究》；
[2]2022.1-2023.12，主持青海省软科学基金项目《三江源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问题研究》；
[3]2010.12-2016.12，主持国家软科技计划面上项目《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问题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4]2008.4-2011.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业资源开发和保护问题研究》；
[5]2016.8-2019.3，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藏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问题研究》；
[6]2008.6-2010.6，主持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整体
规划研究》；
[7]2019.8-2022.3，主持青海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产业生态化模式研
究》；
[8]2018.8-2019.12，主持青海省社科智库重点项目《三江源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模式选择
研究》；
[9]2011.2-2015.2，主持青海省社科基金项目《三江源区后续产业带动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
机制与途径研究》；
[10]2011.8-2014.12，参与青海省社科基金项目《玉树灾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



[11]2017.12-2021.7，主持青海省软科学基金项目《青海祁连山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模式研
究》；
[12]2020.8-2022.12，主持青海省发展改革委项目《青海省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13]2005.2-2007.2，主持青海省社科基金项目《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
[14]2015.1-2018.12，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安全的青海三江源地区低碳交通
体系构建研究》；
[15]2014.6-2017.12，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柴达木地区生态补偿标准化与管理模式研
究》；
[16]2006.6-2009.6，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海省藏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研究》；
[17]2003.10-2005.10，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WTO框架下的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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