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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张秀娥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963-10-28

职       称: 教授 

所属部门: 战略与运营管理系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电子信箱: zhangxe@jlu.edu.cn

个人简介:

学习经历： 

1980.08-1984.08 吉林财贸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2.09-1993.08 北京经贸大学中德语言培训中心，学习德语 

1994.01-1995.04 联邦德国留学，学习对外贸易 

1996.09-1999.06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0.09-2003.06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12-2008.04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 

2007.09-2007.11 德国波鸿大学合作研究 高级研究学者 

2009.12-2010.02 德国波鸿大学合作研究 高级研究学者 

工作经历： 

1984.08-2003.05 吉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学院 副院长 

2003.05-至今    吉林大学商学院战略与运营系 

研究内容及成果介绍:

主要研究方向： 

企业管理理论、战略管理、创业及中小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主要研究内容： 

企业管理理论、创业管理、战略管理、中小企业管理、国际商务管理、营销管理、管理沟通、项目组织与团队、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产业

结构、贸易摩擦与对策、欧盟对外经济战略及中欧经贸合作等问题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或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博

弈研究 

项目编号：200403555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04.7-

2006.12

2 欧盟对外经济战略与中欧经贸合作研究 项

目编号：2003BS020 

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2003.10-

2005.9

3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

策研究  

项目编号：2004009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4.5-

2005.9

4 借鉴德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经验 促进吉

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20050612-1 

吉林省软科学引导项目 2005.7-

2006.12

 

5 吉林省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激励机制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2006037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6.1-

2006.12

6 吉林省加快实现高科技向高价值转变的研究 吉林省基本单位普查课题 2002.10-

2003.5

7 长春市汽车工业自主创新能力问题研究 长春社会科学院规划项目 2006.04-

2006.11

8 长春市中小企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项目编

号：06RK13 

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 2006.07-

2007.12

9 完善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 

2006.06-

2007.10

10 成人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研究 吉林大学成人高等教育

“21世纪教学改革与发

展基金”研究项目 

2006.06-

2008.06

 

11 吉林省中小企业集群战略问题研究

2007041项目编号：2007041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7.04-

2009.06

12 长春市民营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长春社会科学院规划项目 2007.04-

2007.10

13 吉林汽车配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项目编号：20070603 

吉林省软科学引导项目 2007.10-

2008.12

14 长春市全民创业现状与对策 长春社会科学院规划项目 2008.04-

2008.09

15 长春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长春社会科学院规划项目 2009.02-

2009.06

16 吉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009B009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9.06-

2010.12

17 长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构建及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长科技合（2009183） 

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 2009.07-

2010.12

18 创业与经济增长机制研究 吉林大学“985工程”项

目 

2008.11-



 

  

代表性研究成果（2003年-2009年）： 

[1]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专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2]吉林省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激励机制问题研究，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8月。 

[3]区域贸易协定概论，专著，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10月。 

[4]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编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中国-欧盟：传统工业区转型与循环经济的发展，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6]欧盟对外经济战略及中欧经贸合作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7]吉林省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激励机制问题研究，咨询报告，2006年12月，该咨询报告研究成果全部被吉林省中小企业局采纳，并作为吉林省

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政策的科学依据。 

[8]从鲁尔区振兴看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学习与探索》，2009（3）。 

[9]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文献评述，《经济纵横》，2009（8）。 

[10]德国创业促进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当代世界》，2009（9）。 

[11]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战略深化机制，《科技管理研究》，2009（2）。 

[12]成人教育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攀登》，2008（2）。 

[13]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贸易战略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3）。 

[14]发展中小企业集群 提升区域竞争力，《中国行政管理》，2007 （4）。 

[15]现代物流企业创新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07(7)。  

[16]为长春市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献策，《经营与管理》，2007(3)。  

[17]发展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国有资产管理》，2006（10）。 

[18]加快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对策，《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9] Research on Governmental Function and Automobile Logistics Industry Cluster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Proceedings of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UESTC Press，被ISTP收录 证明编号2006-1834. 

[20] Design of Real-time Vehicles Scheduling Based on Priority Class in Logistics System，Alfre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9604962-8-

9，被ISTP收录，证明编号2006-1510. 

[21]出口企业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中国国情国力》，2006(9)。 

2011.10

19 吉林省产业安全评估报告 吉林省商务厅项目 2009.11-

2011.01

 

20 中吉大地公司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吉林省中吉大地燃气气团

股份公司项目 

2009.08-

2010.09

 

21 长春市“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研究 长春市工业与信息化局项

目 

2009.11-

2010.03

 



[22]从贸易摩擦看我国产业升级，《国际贸易》，2005(12)。 

[23]发展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国有资产管理》，2006(11)。  

[24]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就业增长，《人口学刊》，2006(5)。 

[25]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对策，《经济从横》，2005(8)。  

[26]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经济纵横》，2005（8）。 

[27]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 

[28]德国中小企业发展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现代情报》，2006（1）。 

[29]德国中小企业成功原因分析，《东北师大学报》，2005（5）。 

[30]制约东北中小企业发展的原因与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5（5）。 

[31]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及对策分析，《2005年两岸管理科学及经营决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8）。 

[32]技术贸易壁垒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税务与经济》，2005（2）。 

[33]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特点及应对策略，《现代日本经济》，2005（3）。 

[34]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就业挑战，《工业技术经济》，2004(3)。 

[35]抓住欧盟东扩机遇 用足用好普惠制，《对外经贸实务》，2004(9)。 

[36]日本人为何鼓噪人民币升值，《现代日本经济》，2004(2)。 

[37]日本金融体系为何被美国所控制，《现代日本经济》，2003(3)。 

[38]欧盟扩大给我国来的挑战与对策，《对外经贸实务》，2003(7)。 

[39]美国金融监管给我们的启示，《税务与经济》，2003(5)。 

 

主讲的代表性课程： 

 

1. 高级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2. 战略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3. 创业管理，本科生必修课 

4. 国际商务管理，本科生选修课 

5. 创业管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选修课  

6. 管理沟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7. 项目组织与团队，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8. 营销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9. 国际商务管理，硕士生选修课  

10.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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