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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

姓        名   李晓红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年9月 籍        贯   河南省灵宝市

民        族    学        位   博士

职        称   副教授 职        务   

传        真    办公电话   

所  属  系   工商管理系

E--mail   leexiaohong@126.com

联系地址   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经济管理学院129信箱，邮编：100083

研究方向
  项目投资分析、资本运作及财务分析、资产评估、企业战略管理与决策、公司治理、区域经济与

产业经济发展

 个人简历 

 

教育状况 

2002.9-2005.7 中国农业大学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获博士学位 

1989.9-1992.7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获硕士学位 

1985.9-1989.7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大学本科    获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01.9----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95.9-2001.8：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1992.7-1995.8：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业机械化系，助教

   

 著作论文 

 

著作 

涉农企业创新方法，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专著，参与其中一章 

生猪健康养殖体系培建的系统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10,专著,第二著者 

《管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05年修订，参编 

《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3,副主编 

《现代企业管理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09年修订，参编 

论文 

于浩伟，宋芳，李晓红.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因素的实证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1) 

李晓红.中高档猪肉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形成及效应分析.黑龙江畜牧兽医,2009(8,上) 

彭涛，卢凤君，李晓红等.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形成与控制的系统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何有源，刘丽，李晓红.中小企业经营创新的基本策略.商场现代化, 2008(11)  

李晓红，沈毅.北京郊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12) 

刘畅，李晓红.关于校园代理的若干经济学分析.消费导刊,2008(12) 

何有缘，李晓红，刘丽.自我管理学导论课与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相结合的尝试.职业时空，2007（12） 

王月明，李晓红. 肉类区域品牌现状及发展策略分析.肉类研究，2007（7） 

王月明，李晓红，何有缘.品牌价值形成机理初探.商场现代化，2007（9） 

李晓红.猪肉产品质量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对猪肉产业链经营的启示.农村经济，2007（1） 

马文军，李保明，李晓红.投资宏观调控的决策模型：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版）.2006（12） 

何有缘，李晓红.成功的商务谈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蔬菜，2006（9） 

何有缘，李晓红.“管理沟通”课在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中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报（社科），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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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并购与新建投资的选择策略分析.商业研究，2006（19） 

易丹丹,李晓红,焦长丰.我国农户农业装备现状及需求调查.中国农机化,2006(5) 

李晓红，易丹丹，焦长丰.我国农业装备技术创新策略分析.农机化研究,2006(11) 

亢荣，张娣杰，李晓红．北京地区高校学生饮用型乳品消费现状分析．中国供销商情乳业导刊，2005（5） 

李晓红.我国猪肉产业链发展障碍及对策分析.第五届中国肉类科技大会论文集，食品科技2005（5）. 

李晓红，卢凤君．我国中高档猪肉产业链投资模式现状及趋势分析．黑龙江畜牧兽医，2005（4）． 

李晓红，卢凤君．养猪专业户投资规模确定的模型建立．农村经济，2005（增）． 

李晓红，卢凤君．浅谈中高档猪肉生产及价值创造特性．中国畜牧杂志，2005（6）． 

林文，侯云先，李晓红.小城市政府管理信息化战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工人出版社，卢继传主编,2004，7. 

侯云先，李晓红．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技术壁垒攻守战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2）． 

李晓红．浅谈基于资源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3）． 

何有缘，李晓红．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应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1）． 

李晓红，何有缘．技术性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初探，四川会计2003（4） 

李晓红，马威．浅谈企业兼并中交易价格的确定，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3） 

李晓红．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的简化模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版）2000（4） 

李晓红．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因素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0（4） 

李晓红．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必要性及对策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0（1） 

李晓红．关于受资金限制的项目投资决策问题的分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1） 

李晓红．关于当前投资方向与投资决策的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9（2） 

李晓红．关于风险型投资项目的经济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版）1998（2）

  

 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企业资助课题.主要完成人.2009.5-2009.12 

山东省日照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URP”项目.主持人.2008.9-2009.5  

西部高档肉牛产业化配套技术的产业化机制研究与产业链效益评价体系的建立.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参加人.2007-2009 

云南省昆明市现代农业产业规划.地方政府资助课题.参加人.2008.3-2008.9 

河北省滦平县农牧食品加工产业园区规划.地方政府委托课题.主要完成人.2008.10-2009.2 

虞城县农产品加工及其原料产业基地建设新模式示范工程.中国新农村工程委员会委托.主要完成人.2008.4-2008.12 

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方法培训研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主要完成人.2008.5--2008.9 

生猪健康养殖业的利益保障与示范推广机制研究（708731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副主持.2009.1--2011.12 

现代村镇服务业集成示范（2006BAJ07B09）.“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主持人.2008.1-2010.12 

生猪专业化生产组织模式与管理机制研究（2006BAD14B01）.“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主要完成人.2006.1-2008.12 

北京市顺义区村庄体系规划产业研究专题.北京市顺义区规划委.主要完成人.2007.3-2007.7 

重庆市三峡库区良种奶牛养殖与综合加工示范工程.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要完成人.2006,5-2007,1 

门头沟区发展循环经济战略研究.北京市软科学.参加人.2005.5-2007.5  

产业升级对北京郊区新农村建设效应及实现途径分析.北京市软科学.主要完成人.2006.5-2007.5  

肉类企业品牌经营现状调查分析.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URP”项目.主持人.2006.9-2007.5  

《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参加人.2006年 

丰丘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政府委托.参加人.2005年 

获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政府委托.参加人.2005年 

中国农业装备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子课题主持人.2005.11?2006.11 

基于投资子乘数理论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G01114-70401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副主持.2005.1-2007.12 

葡萄加工产业链系统集成优化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参加人.2004.7?2005.7 

基于猪肉产业链提升的战略投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主持人.2004.7?2005.7 

农业国内支持水平测算及支持体系建设研究.农业部软科学.主要完成人.2004 

河南省开封市涉农产业链战略规划.河南省开封市政府委托项目.子课题主持人.2004,5-2005,2  

云南省红河州桑椹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云南省科技厅委托项目.参加人.2004  

大城市郊区生猪产业组织创新研究（7027105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参加人.2003 

中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主要完成人.“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大项目子项目.主要完成人.2002.12－2004.03  

河南省平定山市农业区域规划.平定山市科委.参加人.2001年 

四川省喜德县南瓜粉项目可行性研究.企业委托项目.主要完成人.2001年 

四川省雅安市体育彩票市场调查研究.国家体育总局.主要完成人.2001年

  

 教学工作 

 
本科生：项目投资分析、资产评估、现代企业制度 

研究生：资本运作、城镇发展战略与区域开发

  

 奖励及其他 

 

所获奖励 

中国农业大学2008-2009学年优秀班主任称号（2009年） 

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百篇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2007年） 



中国农业大学2002-2003学年优秀班主任称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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