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职工登录

请输入关键字  

师资队伍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双聘院士：罗锡文

» 双聘院士：陈学庚

»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 教授

» 副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硕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简介

硕士生导师简介 当前位置： 首页>>师资队伍 >>硕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简介>>正文

硕士生导师简介

刘国斌：男，1963年生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县域经济理论与实践、县域产业

结构与布局、新型城镇化与县城发展、乡村旅游。2006年以来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

者或独立作者身份在《人民日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东北亚论坛》、《社会科学战线》、《学习与

探索》、《当代经济研究》及《现代日本经济》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目前主持在研科研项目4项（其

中，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地方政府委托项目2项，企业委托项目1项）。

硕士可招管理学、经济学及跨专业学生，欢迎刻苦努力、踏实本分的学生加入研究团队。目前指导的学生中，

已毕业的学术型农林管理专业硕士10名，全日制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4名，在职农村与区域发展及农业科技组织

与服务硕士83名；在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术型留学生1名、农林管理专业学术型1名、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生8

名，在职农村与区域发展及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18名。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2名获国家奖学金，多名硕士研究生获得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业绩奖学金，多名学生获优秀硕士毕业生。

联系方式

Email：liu.guobin.2008@163.com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大鼎新楼楼C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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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兼职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

中国区域经济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二、在研科研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12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的突出作用于发展机制研究”、2014/07-

2017/7、20万元

[2] 横向科研项目，2016561、“吉林省特德小城镇建设研究”，2017/01-2018/12、5万元

[3] 和龙市农业局委托项目，2016493、“和龙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2016/11-

2018/11、5万元

[4] 和龙市农业局委托项目，2016602、“和龙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规划”、2016/11-

2020/12、20万元

三、出版著作

[1] 刘国斌.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刘国斌.县域经济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刘国斌.吉林省农业低碳化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刘国斌.县域经济理论与实践案例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

四、发表论文

[1] 刘国斌.县域经济的“亚核心”发展规律[N].人民日报,2009-11-13007.

[2] 刘国斌,赵儒煜.论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1:151-157+160.



[3] 刘国斌.“亚核心”视角下东北县域经济发展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9,06:106-114.

[4] 刘国斌,汤日鹏.长吉图开发与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J].东北亚论坛,2010,04:120-129.

[5] 刘国斌,汤日鹏.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思考[J].人口学刊,2011,01:85-90.

[6] 刘国斌.日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比较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6,06:42-46.

[7] 刘国斌,陈治国.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变革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东北亚论坛,2007,02:64-68.

[8] 刘国斌,党美丽.低碳经济时代吉林省县域经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1,01:114-120.

[9] 刘国斌,许义娇.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探析[J].经济纵横,2011,05:55-58.

[10] 刘国斌,汤日鹏.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思考[J].人口学刊,2011,01:85-90.

[11] 刘国斌,许义娇.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乡镇企业节能减排困境及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05:22-25.

[12] 刘国斌,汤日鹏.节能减排背景下的中国乡镇企业低碳发展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1,09:64-69.

[13] 刘国斌,许义娇.城乡统筹视角下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2,01:113-121.

[14] 刘国斌,张东爽.以小城镇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经济纵横,2012,05:13-16.

[15] 刘国斌,张令兰.日本低碳社会建设对吉林省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2,04:73-79.

[16] 刘国斌.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战略思考[J].学习与探索,2012,11:119-121.

[17] 刘国斌,张令兰.碳金融视角下建立我国乡镇企业融资载体渠道分析[J].商业研究,2012,11:172-175.

[18] 刘国斌,张东爽.“三化”统筹背景下加快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3,01:99-

107+129.

[19] 刘国斌,张令兰.吉林省低碳小城镇建设思考[J].情报科学,2013,01:129-133.

[20] 刘国斌,赵霞.粮食主产区稳定粮食生产的案例探讨[J].经济纵横,2013,04:94-97.

[21] 刘国斌,王卓识.城镇化进程中吉林省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13,05:89-96.

[22] 刘国斌,赵霞.日本加入TPP谈判与农业改革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4,02:59-66.

[23] 刘国斌,王轩.基于信息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情报科学,2014,04:50-53.

[24] 刘国斌,杜云昊.论东北亚丝绸之路之纽带——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思考[J].东北亚论

坛,2014,03:84-92+128.



[25] 刘国斌,王卓识.生态文明理念下东北地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4,04:32-40.

[26] 刘国斌,王卓识.县域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14,10:76-79.

[27] 刘国斌,王轩.县域经济“四化协调”发展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05:75-81.

[28] 刘国斌,杨富田.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J].情报科学,2015,01:49-53.

[29] 刘国斌.“一带一路”基点之东北亚桥头堡群构建的战略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5,02:93-102+128.

[30] 刘国斌,韩世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的突出作用与发展机制[J].学术交流,2015,02:101-105.

[31] 刘国斌,杜云昊.人口老龄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5,02:77-86.

[32] 刘国斌.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5,06:101-104.

[33] 刘国斌,杜云昊.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5,07:182-187.

[34] 刘国斌,杨富田.新常态下县域经济“亚核心”形成机制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05:56-61.

[35] 刘国斌.论亚投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撑作用[J].东北亚论坛,2016,02:58-66+128.

[36] 刘国斌,韩世博.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口学刊,2016,02:40-48.

[37] 刘国斌,尹航.大数据时代县域信息化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J].情报科学,2016,02:100-103+109.

[38] 刘国斌,杨富田.“新常态”下东北地区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6,02:61-66.

[39] 刘国斌,孙雅俊.日本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环保效应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6,06:80-91.

[40] 刘国斌,王丽娜.日韩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06:46-52.

[41] 刘国斌,毛晓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信息服务保障问题研究[J].情报科学,2017,01:62-66.

[42] 刘国斌,毛晓军.我国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发展思路与路径选择[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03-

108.

[43] 刘国斌.“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战略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7,02:118-126.

[44] 刘国斌,陈治国.利用城镇化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06,10:61-62.

[45] 刘国斌,刘静.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思考[J].东北亚论坛,2006,0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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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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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信箱   书记信箱 

点击切换手机版

javascript:window.opener=null;window.open('','_self');window.close();
mailto:cbae_president@163.com
mailto:cbae_chairperson@163.com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