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旭辉

■教育经历

 2006.09-2012.12:西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司治理方向,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0.09-2003.07:云南大学企业管理,项目投资方向,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08.12－至今:攀枝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03.08－2008.11:攀枝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89.07－2003.07:攀枝花建筑工程学校,助教、讲师、高级讲师

■获得荣誉及社会兼职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十四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

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直接掌握的高层次人才。四川省社会科学评奖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攀枝花市委市

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攀西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财政政策研究（编

号:2022JDR0078）,2022/04—,主持人,10 万元.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攀西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效应及政策研究（编号:2020JDR0353）,2020/07-2021/04,主

持人,10 万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基地重大项目,康养产业发展理论、路径与政策研究（编号：SC18EZD040）

2018/12-2020/12,主持人,5 万元.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困境、潜力与突破（编号：2017ZR0009）,2017/01-

2018/11,主持人,20 万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项目 ,制度环境、媒体负面报道与企业投资决策研究（编

号:SC16B118）,2016/10-2017/10,主持人,1.5 万元.
 四 川 省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 攀 西 战 略 资 源 创 新 开 发 试 验 区 发 展 模 式 、 运 行 机 制 及 对 策 研 究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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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104ZR0033）,2013/10-2015/07,主持人,3 万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编号:SC13B085）,2013/11-2014/12,主持人,2 万元.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项目,国家级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发展机制研究, 2013/03-2014/12,主

持人,2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与公司治理研究（编号:11YJA790189）,2012/01-2014/12,参与

人（排名第 3）,9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国有大型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编号:07XJY004）,2007/07-2009/12,参与人（排

名第 3）,8 万元.

■出版教材或著作

 张旭辉,房红,李博.康养产业发展理论与创新实践[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
 张旭辉.次大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张旭辉,李博,周斌,杨勇攀,胥刚.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发展研究[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房红,张旭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四川省康养产业投融资机制构建研究[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22.
 杨勇攀,张旭辉.电商消费忠诚行为研究——基于虚拟社会资本视角[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张旭辉,赵萍,伍虹儒,邹钇煊.项目投资管理学[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陈虎,张旭辉.创业学概论[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发表学术论文
 RIZWANA YASMEEN,Xuhui Zhang,Rui

Tao.The impact of green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tax and natural resour
-ces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 of OECD Rule of Law[J].ENERGY REPORTS,2023(09):1308-
1319,SCI.

 RIZWANA YASMEEN,Xuhui
Zhang,Arshian Sharif.The role of wind energy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op-16

wind energy consumer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STIRPAT model[J].GONDWANA RESEARCH,2023(121):56-
71,SCI.

 Green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20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disaggregated energy sources[J].Env
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3(30):92206-92223.SCI,第二作者.

 张旭辉,任代莉,房红.攀西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财政政策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3(35):18-22.
 张旭辉.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财政政策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3(40):69-75.
 张旭辉,蔡洪文,李博.基于实物期权的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耦合机理与模型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

(01):90-101,CSSCI扩展版.
 郝德强,张旭辉.基于“四流合一”的企业成本控制研究[J].财会通讯,2021 (10):116-119,核心期刊.
 刘鑫春,张旭辉.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决策[J].会计之友,2019(15):67-75,核心期刊.
 Economic risk contagion among major economies: New Evidence from EPU spillover analysis in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J]. 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Physica A 535 (2019) 122431,SCI,
通讯作者.

 Forecasting regular and extreme gold price volatility: The roles of asymmetry, extreme event, and jump. [J].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021（08）:1501-1523,SCI,通讯作者.

 胥刚,张旭辉.激活文化科技融合基因[N].光明日报,2016.11.17.



 张旭辉,李博,史仕新,杨勇攀.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利益协调模式设计[J].开发研究, 2015(01):26-29.
 廖 华 , 张 旭 辉 . 基 于 隐 性 信 用 因 素 评 价 的 C2C 卖 方 选 择 模 型 研 究 [J]. 云 南 财 经 大 学 学

报,2014,30(03):134-140,CSSCI扩展版.
 张旭辉,李明,王寻.次大股东能影响公司的透明度吗?[J].财经问题研究, 2013(08):71-76,CSSCI.
 张旭辉,李明,贾阳.次大股东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20):185-188,CSSCI.
 张旭辉 ,叶勇 ,李明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管理学报 ,

2012,9(10):1449-1456,CSSCI.
 张旭辉,黄雷.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J].开发研究, 2012(05):93-97.
 蔡洪文,张旭辉,朱波强.卖方理性下的异质主观信念与资产定价[J].中国管理科学, 2013,21(S1):302-309,CSSCI.
蔡洪文,张旭辉.零售商主导下供应链成员单方面创新期权契约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12,20(S2):608-614,CSSCI.

■获奖

 跨校联合,六方协同,四元耦合:地方高校应用型经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2021 年四川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22.04,排名第一。

 构建六位一体平台,突出双元培养,深化地方高校管理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优秀教

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8.05,排名第一。

 基于能力开发、多方协同、强化实践的应用型创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四川省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3.05,排名第三.
 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发展研究. 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人民政

府,2021.11,排名第一.
 文化科技融合与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 . 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

府,2019.08,排名第二.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发展模式、运行机制及对策研究. 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7.03,排名第一.
 次大股东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四川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4.09,排

名第一.
 资源富集区产业发展研究.四川省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2012.12,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