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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代表:

您好！欢迎您来到西北师范大学参加数智化管理赋能现代企业高质量

发展论坛！祝您心情愉悦，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会议温馨提示:

一. 会议时间: 11 月 4 日 8：30-16：30（会议将于 8：30 准时开始，

建议提前 10至 20 分钟到达会场）。

二. 会议地点: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三. 分论坛地点：

分论坛 1：202 会议室，主题：《数智赋能人力资源优化与绩效考核》

分论坛 2：203 会议室，主题：《“金四”时代的税收筹划》

分论坛 3：204 会议室，主题：《数智背景下法务工作的数字转型》

分论坛 4：301 会议室，主题：《AI 技术对企业传统经营管理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

分论坛 5：302 会议室，主题：《大数据时代的财务共享》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23 年 11 月 4 日

致会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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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上午议程

主持人：董青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8:30-9:30 开幕式

08:30-08:35 会议介绍

08:35-08:45 李建民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致辞

08:45-08:55 徐善忠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一级巡视员 致辞

08:55-09:05 李 波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 致辞

09:05-09:30 论坛合影

9:30-10:40 学界报告

09:30-09:45
刘越男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 题：文档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09:45-10:00
赵雁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主 题：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管理：从“+”到“x”的范式突破

10:00-10:15
郝金磊 兰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主 题：以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10:15-10:30
张永丽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 题：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思考

10:30-10:40 茶 歇

10:40-12:00 业界报告

10:40-11:00
蒲 峰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二级巡视员
主 题：以数治税时代的税务绩效治理

11:00-11:20
郑 飞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数字官
主 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数字化精益穿越的思考

11:20-11:40
张绍卿 甘肃令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CFO
主 题：立体式数智化管理赋能现代企业治理的转型路径思考

11:40-12:00
李向华 金蝶中国大企业事业群财务共享解决方案部高级专家
主 题：依托财务共享，打造财务数治体系

12:00-13:30 午餐

下午议程

14:00-15:45 分论坛

分论坛 1：数智赋能人力资源优化与绩效考核
地 点: 西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 202 室
主持人: 黄 勇 西北师范大学MBA项目主任/教授
报告一：徐丽娟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报告二：郭燕霏 海通证券甘肃分公司 融资业务部负责人
报告三：王沂彦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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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2：“金四”时代的税收筹划
地 点: 西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 203 室
主持人: 刘青川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所 所长
报告一：王亚东 金川集团信息与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首席工程师
报告二：梁建英 甘肃中翰华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报告三：张春燕 甘肃众合博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分论坛 3：数智背景下法务工作的数字转型
地 点: 西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 204 室
主持人: 马文静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
报告一：张维林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报告二：马素德 甘肃雷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报告三：史文涛 北京英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分论坛 4：AI 技术对企业传统经营管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地 点: 西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三楼 301 室
主持人: 何迎朝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报告一：赵 阳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报告二：徐 力 上海达观数据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报告三：矫英东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分论坛 5：大数据时代的财务共享
地 点: 西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三楼 302 室
主持人: 赵雪梅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
报告一：火照里 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CFO
报告二：王迎春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报告三：刘 科 兰石集团爱特工业互联网公司 运营总监

15:45-16:00 茶歇

16:00-16:30 闭幕式

主持人：董青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分论坛主持人分享各组研讨观点

分论坛一：黄 勇
分论坛二：刘青川
分论坛三：马文静
分论坛四：何迎朝
分论坛五：赵雪梅

2.总结并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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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嘉宾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1 李 波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级巡视员

2 王艳军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一级主任科员

3 梁宝靖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处长

4 周 旋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处长

5 张旭耿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处长

6 徐善忠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一级巡视员

7 蒲 峰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二级巡视员

8 聂 磊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处长

9 刘越男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院长

10 周文杰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教授

11 赵雁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

12 莫俊文 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13 李亚兵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14 郝金磊 兰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

15 孟望生 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 院长

16 马明辉 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

17 何文杰 甘肃政法大学 教授

18 郑玉荣 中科院兰州情报文献中心 研究员

19 蔡冠平 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 副会长

20 潘从明 甘肃省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商会 会长

特邀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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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会企业 参会代表 职务

1 中石油甘肃销售公司 王佳平 财务处长

2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黄双林 副院长

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王 斌 经理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王鹏儒 总经理助理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康育 营销总监

6 金川集团信息与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王亚东 首席工程师

7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迎春 副总经理

8 兰州建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乐平 董事长

9 兰石集团爱特工业互联网公司 刘 科 运营总监

10 甘肃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路有为 党办主任

11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克恕 董事长

1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马进祥 市场总监

13 兰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陈 超 董事长

14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王海清 经营部主任

15 兰州新区商贸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巨宝庆 董事长

16 甘肃公航旅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刘永平 总经理

17 甘肃药业集团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李开银 董事长

18 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徐东丰 科技部部长

参会企业及代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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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火照里 CFO

20 华迪计算机集团西北办 冯国良 总工程师

21 甘肃紫金云大数据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郭富淞 营销经理

22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张小锋 技术经理

23 兰州宏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田炫宏 总经理

24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健萍 副总经理

25 甘肃高发产权交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马 赫 总经理

26 尚方制药有限公司 刘敬阁 总经理

27 甘肃建投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俞淑珍 销售经理

28 兰州科技大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喆龙 董事长

29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郑 飞 副总裁

30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刘英浩 总经理

31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赵 阳 高级研究员

32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雒 兵 市场经理

33 甘肃爱尔眼视光医院 韩丽红 市场总监

34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宋莹瑞 市场经理

35 奇正藏药集团 雷菊芳 董事长

36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 卜 销售经理

37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大区 冯 山 教育总监

38 兰州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关青霞 总经理

39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 凯 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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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银川正大有限公司 武发善 副总经理

41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王沂彦 总经理

42 甘肃安多投资集团 韩高秀 CFO

43 甘肃令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绍卿 CFO

44 甘肃融万科技有限公司 郭 臻 董事长

45 兰州金路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张秀峰 副总经理

46 兰州宏祥电力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王 歆 董事长

47 甘肃融创立方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李国梁 CEO

48 甘肃盛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严致荣 法人

49 金昌金德昌矿业有限公司 柏兴文 总经理

50 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郝德海 市场经理

51 达观数据有限公司 徐 力 市场总监

52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矫英东 市场经理

53 甘肃九霄鲲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卫 强 总经理

54 甘肃百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牛兆龙 董事长

55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徐丽娟 销售经理

56 酒泉绿能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 罗 欣 技术总监

57 兰州三磊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陈 明 董事长

58 飞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范云峰 销售经理

59 万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 辉 人力总监

60 甘肃省拓欣科技有限公司 拓万彪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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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甘肃索莹科技有限公司 杨亚兰 CFO

62 甘肃中能数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胡 玮 董事长

63 甘肃阿普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黄 涛 总经理

64 甘肃常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王首道 总经理

65 兰州金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胡世耀 品牌总经理

66 甘肃元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常胜梅 总经理

67 兰州盛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王永生 总经理

68 甘肃固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生锋 总经理

69 福建品鉴合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曾置量 总经理

70 甘肃麦斯力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秦正明 副总经理

71 甘肃新现代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李元涛 总经理

72 北京智诚阅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严 华 董事长

73 兰州顶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贺 磊 总经理

74 甘肃保利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吴庶明 总经理

75 甘肃沃德视际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王生文 法人

76 兰州启泉家具有限公司 王亚文 董事长

77 甘肃龙华专修学院
权 虎

郭 云

院长

财税专家

78 甘肃大地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韩军红

史丽娟

副总经理

培训主任

79 兰州艺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付争奎 总经理

80 兰州祁仁堂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祁利民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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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甘肃足学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 国 总经理

82 甘肃水润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邓宝强 总经理

83 甘肃尚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唐陈虓 总经理

84 甘肃新烯旺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高振才 总经理

85 甘肃旭万商贸有限公司 许洪奎 总经理

86 嘉峪关市西部天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周浩义 法人

87 北京航天华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王瀚阳 总经理

88 甘肃中瑞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王 伟 董事长

89 甘肃中翰华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建英 法人

90 甘肃众合博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春燕 法人

91 甘肃东合广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张东涛 法人

92 甘肃予景标准化事务所 刘红艳 总经理

93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史文涛 高级合伙人

94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张维林 高级合伙人

95 甘肃雷诺律师事务所 马素德 事业合伙人

96 中标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樊长青

谢美娟

总经理

税务师

97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符金英 高级合伙人

98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张新伟 高级合伙人

99 甘肃诚智博雅企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 刘喜凤 总经理

100 甘肃五福茶艺职业培训学校 徐文霞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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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组别 主题 主持人 地点 参会代表

1 分论坛 1

数智赋能人

力资源优化

与绩效考核

黄 勇 202 会议室

黄双林 王 斌 樊长青

谢美娟 李开银 刘敬阁

雷菊芳 张秀峰 王 歆

严致荣 王首道 常胜梅

王永生 吕生锋 贺 磊

吴庶明 王生文 付争奎

祁利民

2 分论坛 2

“金四”时

代的税收筹

划
刘青川 203 会议室

王鹏儒 周康育 张玉坤

王迎春 王乐平 刘 科

路有为 牛济军 马进祥

陈 超 巨宝庆 火照里

马 赫 俞淑珍 郑 飞

刘英浩 赵 阳 雒 兵

韩丽红 刘 卜 张绍卿

柏兴文 权 虎 郭 云

王 伟 刘喜凤 聂 磊

3 分论坛 3

数智背景下

法务工作的

数字转型

马文静 204 会议室

关青霞 武发善 陈 明

曾置量 秦正明 王亚文

李 国 邓宝强 唐陈虓

王瀚阳 梁建英 张春燕

张东涛 刘红艳 史文涛

张维林 马素德 符金英

张新伟 徐文霞 何文杰

蔡冠平

4 分论坛 4

AI 技术对企

业传统经营

管理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

何迎朝 301 会议室

冯国良 郭富淞 张小锋

宋莹瑞 冯 山 王 凯

李国梁 郝德海 徐 力

牛兆龙 徐丽娟 罗 欣

范云峰 张 辉 拓万彪

胡 玮 黄 涛 胡世耀

郑玉荣

5 分论坛 5

大数据时代

的财务共享 赵雪梅 302 会议室

王佳平 王海清 刘永平

徐东丰 田炫宏 孙健萍

陈喆龙 王沂彦 韩高秀

郭 臻 矫英东 卫 强

杨亚兰 李元涛 严 华

韩军红 史丽娟 高振才

许洪奎 周浩义

分论坛参会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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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主办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是甘肃省

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重点大学。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由北京

师范大学对口支援。

【办学历史】西北师范大学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其前身

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 1902 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12 年改为“国立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与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共同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师

范大学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39 年西北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 年迁往兰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继续在兰州办学。同时，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1958 年前学

校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6所重点高师院校之一，1958 年划归甘肃省领导，改称甘肃师范大

学。1981 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 年定名为西北师范大学。2020 年被列为甘肃省人

民政府支持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行列的省属高校。

【机构设置】1985 年，教育部依托学校设立了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建制的“西北

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与学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位一体的管理体制。1987

年，国务院在学校建立了“藏族师资培训中心”。2012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依托学校设

立“西北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2020 年，获批“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和

“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2021 年，获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学校现设 26

个二级学院（65 个系、3个教学部），3个孔子学院。现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个，

国家级研究院 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3个，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1个，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 1个，

教育部研究中心 6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2个，其他部级研究中心 3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

5个，甘肃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1个，甘肃省基础研究创新群体 7个，甘肃省工程研究中

心（工程实验室）10 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3个，省级联合实验室 3个，省高校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7个，省高校新型智库 5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3个，其他各类省级研

究平台 25 个。

【人才培养】学校自独立设置以来，已培养各类学生 29 万余人。学校面向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现有各类在校学生 29586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 18105 人，博

士研究生 865 人，硕士研究生 10170 人，留学生 446 人；有继续教育学生 26097 人。1992

年起连续六期实施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目前正在实施第七期工程。2003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2008 年教育部英语本科专业评估获得优秀。2010 年被评为全国

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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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学校现有教职工 2627 人，正高级职称人员 375 人，副高级职称人员 887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990 人，具有硕士学位人员 93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739 人，教授

（研究员）35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703 人。博士生导师 233 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32 人），硕士生导师 2220 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1083 人）。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及

项目入选 69 人次，省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及项目入选 234 人次。学校聘请了 300 余位国内

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为特聘或兼职教授。李蒸、黎锦熙、袁敦礼、董守义、李建勋、胡

国钰、吕斯百、孔宪武、常书鸿、陈涌、黄胄、彭铎、郭晋稀、李秉德、金宝祥、金少

英、南国农等著名教授先后在学校任教。

【学科专业】学校是国务院首批确定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现有教育学、化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

美术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11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博士 1个专业博士授权类别；30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不含一级学科覆盖点），19 个专业硕士授权

类别。有课程与教学论、中国古代文学 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教育学、简牍学 2

个甘肃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突破工程重点支持学科，11 个省级一流学科，36 个省级重

点学科。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 3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有 81 个普通本科专

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9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9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 15 个），已形成较为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

【科学研究】学校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历来重视产学研结合。社会科学在中

国古代文学、西北历史与地理、课程与教学论、民族教育、古籍整理、敦煌学等学科领

域优势突出、特色鲜明，自然科学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

教育技术等学科领域研究深入。学校获得了一批高级别的科研奖励，近年来共获省部级

以上奖励 630 余项，其中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 11 项（其中一等奖 1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1 项（其中二等奖 3项，

终身成就奖 1 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2项，省科学技术奖 98 项，省社科

优秀成果奖 640 项，省敦煌文艺奖 45 项。

【办学定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秉承“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弘扬“爱

国进步、诚信质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西北师大精神，践行“崇尚学术、追求卓

越”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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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承办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是以培养高水平商科人才见长的学院，于 2012 年 5 月组建成

立，其前身为 2000 年在原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系（1983 年 11 月成立）基础上组建的西北

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是省内最早开设

相关专业的学院之一。

学院现有教职工 71 人，专任教师 60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31 人，

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33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0 人。现有兼职教授 22 人，

企业实践导师 40 余人。

学院现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点（MBA）、会

计学专业硕士学位点（MPAcc），以及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硕士学位授权点，工

商管理是甘肃省重点学科。现有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物流管理 5个本科专业，会计学专业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均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学院现有各类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共 1500 余人。

学院下设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信息管理系、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实验中心、MBA
教育中心、MPAcc 教育中心、案例中心、绩效评价研究中心等内设机构，有甘肃省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专家服务基地、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

心、甘肃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等省级平台，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审计与资产

评估研究中心等学术交流与研究平台。

学院立足学术前沿，开展各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学院教师在国

内外高端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30 余项,承担各类省级科研项目百余项。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多套系列高水平学术专

著，教师自主开发的多篇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等案例库，其中一篇案例被评为第十二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依托各类平台，

聚焦精准扶贫与西北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开展了高质量社会服务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

果。学院教师多次荣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成果奖。

学院秉承“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百年校训，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肩负培养

商科人才、探索商学规律、传承商道文化的使命，努力建设商科特色鲜明、社会知名度

良好、具备高水平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能力的西部地区一流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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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级专家服务基地——人才支撑发展研究中心，是由西北师范大学商学

院申请，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同意，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成立的

第一个省级专家服务基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充分发挥专家服务基层经济社

会发展，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创新之举，也是搭建学术

研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

西北师范大学是一所专家人才汇聚、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优良学术传统的重

点大学。在百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致力于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成立甘肃省

级专家服务基地，是进一步促进西北师范大学服务社会的积极探索。通过专家服

务基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凝聚更多智力资源，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形式，培养

一批具有创新精神、锐意进取、能力扎实的创业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社会工作

者等社会紧缺人才；提炼针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和经营管理的真问题，遵循学术

规范，弥补科学研究与基层实践的脱节，产生一批具有高学术价值的创新性研究

成果。同时，立足学术研究前沿，密切联系政府和基层，持续关注政府重大战略

决策和企业管理的现实难题，及时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建言献策，

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解决一系列制约发展的紧迫问题；此外，以甘肃

省华夏文明传承项目的推进为突破点，以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队伍建设为指引，

完善和建设甘肃省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基础数据库，为促进学术研究和甘肃省人

才战略的落实创建一个完整的信息平台。最后，借助专家成果，科学有效地将研

究成果运用于实践，促进科技成果转为现实生产力，加快企业技术创新，造就一

批新型的高技术企业。

因此，甘肃省级专家服务基地——人才支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响应了国家

有关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的政策和精神，紧扣甘肃省的重大发展战略，直面基层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情，以专家资源为依托，将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咨询服务和

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不断做出努力，以加快甘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可持

续发展为主旨，成为促进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源泉，为甘肃省跨越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附录三

专家支持



4610111213
1235789 第 14 页 共 17 页

为响应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落实甘肃省“四强”战略行动，深

化高校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主体，助力企业提

升管理创新、组织变革、营运发展和财务管理水平，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阻滞，

同时进一步提升学院学术水平、科研实力和实创能力，依托甘肃省专家服务基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成立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所。

一、性质、宗旨及职能

性质：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所是西北师大商学院下设的一所集企业管理实务咨

询与科学研究于一体的高校产学研机构，业务及事务管辖权归属甘肃省专家服务

基地。宗旨：建设一流资源共享平台，成就一流产学研基地；助力企业规范快速

成长，带动师生学以致用；开拓学生就业渠道，培养平台单位所需人才。

职能：整合工商、税务、金融、法律、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及甘肃省专家

服务基地等各行业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建立一个部门联动、资源共享、产学研

结合的综合型资源共享平台、企业服务平台和学术研究平台；针对省内外大型企

业和中小企业运营管理中存在的疑难棘手问题，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学

科问题，开展专项实务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导入服务企业，解决

企业实际问题。

二、机构设置

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所设所长 1名，业务部主任 1名，办公室主任 1名。刘青

川任研究所所长，白甫（校外）任业务部主任，尚宏利任办公室主任。现代企业

管理研究所的专家团队主要依托甘肃省专家服务基地，广泛吸收省内外企业管理

相关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实行动态管理。

三、研究方向

为更好发挥人才优势，做到精准服务，本研究所主要围绕企业战略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市场管理、财务管理、税务管理、法务管理、档案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文化及团队建设等 10 个方面开展工作。

附录四

科研支持



4610111213
1235789

论坛地点：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蓝色五角星标注），导航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午餐地点：西北师范大学东苑餐厅三楼（见标注刀叉图形的地点）

附录五

论坛和午餐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