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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峰，经济学博士，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青岛大学国际战略

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山东省高校统战工作

理论研究(青岛大学)基地副主任、青岛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青岛大学)基地副秘书长研究员、

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检测专家库专家。兼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山东省青年联合

会委员、山东省世界经济协会理事、山东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

会理事、青岛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青岛市海外联谊会理事、青岛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青年委

员会副主席、海峰国际战略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思齐少年科学院执行院长。曾任：西海

岸新区国际招商局局长助理、青岛北部产业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助理等。 

1998 年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2003 年获俄罗斯联邦法学家称号、2005 年获得俄罗斯联

邦教育部全优经济学博士学位，参加 2008 北京奥运会筹备、2018 年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元首

理事会青岛峰会的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先后出访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中国与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交流合作，先后完成纵向、横向研究课题 4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51 篇，

其中外文 12 篇，部分论文被北大核心、CSSCI 收录。2022 年完成学术论文 7 篇，其中 6 篇

为 SSCI 一区，所撰写研究报告获全国政协采用。 

积极指导本科生科创，近五年所指导本科生参加国家级大创、全国大英赛、挑战杯、全

国市场调研与分析大赛、全国案例大赛、全国翻译大赛、全国高等院校英语能力大赛等比赛

60 余项。2022 年所指导参与各类创新创业比赛、行业赛事的学生就有 46 人次，获奖国际一

等奖 1 次，国家级三等奖 2 次、省级二等奖 2 次、省级三等奖 3 次、校级奖项 2 项。多次荣

获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班主任等。所授课程数年多次获 A 级课程，综合考核优秀。 

 



外文论文（2022 年）（部分论文）： 

1.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Level of Heavy-Polluting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SSCI-Q1、第一作者、DOI：10.3390/ijerph19020650、高被引 

2. Whether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Achieves Green Income Growth-Evid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Total Cost Insurance Pilot Program：SSCI-Q1、第一作者、DOI：

10.3390/ijerph19020852 

3.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in China：

SSCI-Q1、第一作者、DOI：10.3390/ijerph19095361 

4. Does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contribute to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blic health：SSCI-Q1、第一作者、DOI：

10.3389/fpubh.2022.997864 

5. Economic Development, Fisc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SSCI-Q1、通讯作者、DOI：10.3390/ijerph19084725 

6. Whether Green Finance Improves Green Innov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Evidence from 

China：SSCI-Q1、通讯作者、DOI：10.3390/ijerph191710882 

7.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s on life insurance consump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SCI-Q2、第一作者、DOI：

10.1080/1331677X.2022.2134905 

 

中文论文（近五年）（部分论文）： 

1. 耿文慧,张之峰. 上海合作组织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评价——基于 DEA—

Malmquist 指数的实证研究[J]. 中国商论,2022(8):98-101. DOI:10.19699/j.cnki.issn2096-

0298.2022.08.098. 

2. 逯雨奇,张之峰.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金融科技合作与治理体系构建[J]. 商展经

济,2021(10):78-80. 

3. 徐皓东,张之峰.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险公司操作风险管理研究——基于内控视角与

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 科技经济导刊,2021(24):12-14. 

4. 薛煜凡,张之峰. 绿色金融助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 科技经济

导刊,2021(22):217-218. 

5. 张之峰,逯雨奇. 基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作创新与推动路径研究[J]. 科技经济导

刊,2021(20):90-91. 

6. 付桉瑞,张之峰,田文泽. 新农合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一项基于 CLHLS 数

据的实证检验[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3):105-112. 

DOI:10.3969/j.issn.1008-8091.2021.03.014. 

7. 毕欣程,张之峰. 吉林省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研究 —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与 ARDL 模型[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33(5):112-118. DOI:10.3969/j.issn.1009-1068.2020.05.021. 

8. 宋飞,张之峰.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网+中医"实施策略研究[J]. 科技经济导

刊,2021(12):201-202. 

9. 宋飞,张之峰. 基于信息技术与中医健康产业融合的战略研究[J]. 数码世界,2021(5):250-

251. 

10. 王嘉钰,张之峰. 乡村振兴视阈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金融创新研究-以伊宁市喀赞

其为例[J]. 金融经济,2019(4):106-108. DOI:10.14057/j.cnki.cn43-1156/f.2019.04.045. 



11. 段鸿雁,张之峰. 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管控与监管制度研究[J]. 数码世界,2019(7):109. 

12. 张之峰,单爽爽,陈琳媛,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临空金融发展战略研究[J]. 数码世

界,2019(10):222. 

13. 张之峰,赵雅洁,黄婷,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临空经济金融支撑的路径研究[J]. 金融经

济,2019(20):16-17. DOI:10.14057/j.cnki.cn43-1156/f.2019.20.006. 

14. 宋飞,张之峰,付文杰.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医保健医疗旅游分析[J]. 数码世

界,2019(10):224. 

15. 张之峰,覃旦,单爽爽.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农业保险区块链在精准扶贫中的路径研

究[J]. 数码世界,2018(10):97. 

16. 李蕾,张之峰. 青岛市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J]. 金融经济,2018(12). 

DOI:10.14057/j.cnki.cn43-1156/f.2018.12.042. 

17. 李蕾,张之峰. 青岛临空经济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

学报,2018(4). DOI:10.13392/j.cnki.zgqd.2018.04.006. 

18. 张之峰,洪玉凤. 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与科技创新命运共同体系统耦合分析[J]. 金融经

济（下半月）,2018,0(7):11-12. 

19. 段鸿雁,张之峰.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支撑的路径研究[J]. 金融经

济,2018(20):22-23. DOI:10.14057/j.cnki.cn43-1156/f.2018.20.008. 

20. 张之峰,于汇洋.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临港经济金融支撑的路径研究[J]. 金融经济

（下半月）,2018(11):128-129. 

21. 张之峰,庄玉洁,白诚虎. 韩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及启示[J]. 电子知识产权,2018(6):79-83. 

DOI:10.3969/j.issn.1004-9517.2018.06.009. 

22. 李萌萌,张之峰,单爽爽. 基于"政府主导市场化"精准扶贫路径的创新研究[J]. 人力资源

管理,2017(8):38-39. 

23. 李萌萌,张之峰. "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中国"软实力"与"巧实力"提升策略研究[J]. 长江

丛刊,2017(27):113-114. 

24. 张之峰,陈雅筠,王安安,等.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临空经济比较分析[J]. 人力资源管

理,2017(10):21-22. DOI:10.3969/j.issn.1673-8209.2017.10.015. 

25. 张之峰,刘丽丽,孙杰,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遗产酒店发展模式研究[J]. 金融经

济,2019(6):136-138. DOI:10.14057/j.cnki.cn43-1156/f.2019.06.056. 

26. 单爽爽,张之峰,赵丽,等. 禁忌语在语言学中的比较研究[J]. 数码世界,2018(11). 

27. 张笑雪,张之峰.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非国有博物馆管理创新研究[J]. 数码世

界,2018(9). 

28. 洪玉凤,张之峰. "一带一路"视域下文化地产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创新模式研究[J]. 人力

资源管理,2018(1):11-13. DOI:10.3969/j.issn.1673-8209.2018.01.010. 

29. 刘子福,张之峰. “一带一路”视阈下我国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保障与完善[J]. 当代经

济,2018(13):146-148. DOI:10.3969/j.issn.1007-9378.2018.13.045. 

 

研究课题（主持）： 

国际(含港澳)合作课题 

 2023 上合组织成员国水-能-碳关联分析及其在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中的应用研究（2023-SHZ02）（国际合作） 

 2022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低碳产业链创新与合作研究（2022-SHZ17）（国际合作） 

 2021 基于上合组织框架的跨国碳减排技术转移与合作机制研究（2021-SHZ51）（国际合作） 

 2020 圣彼得堡上合峰会、金砖峰会俄罗斯优先发展领域分析研究（2020-QZT01）（国际合作） 

 201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示范性作用研究（2019-SHZ09）（国际合作） 



 2018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影视合作平台可实施性分析（2018-SHZ29）（国际合作） 

 2017 上海合作组织人力资源流动研究（2017-QZ091）（国际合作） 

 2016 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陆海联运模式研究（2016-QZ029）（国际合作） 

 

省级课题 

 2021 上海合作组织数字与文化产业战略发展研究（L2021Z07070635）（省级） 

 2020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影视战略合作暨“上合电影局”设计规划研究（ZD202008340）（省级） 

 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文化特色小镇”公共政策供给与监管创新的研究（201806424）（省级） 

 2017“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影视剧国际传播路径创新——以“山影”为例（201706157）（省级） 

 2016“一带一路”视域下构建“中日韩文化保税区”的设计思路（1607323）（省级） 

 2015“文化冷战”下的网络安全对策及我省公共场所监控体系管理研究（2015EI034）（省软科学） 

 

市厅课题 

 2023 山东省绿色消费发展指数测度与空间格局研究（青[2023]11-25）市厅级 

 2023“RCEP”对青岛市农产品的出口影响与政策启示研究（青[2023]11-26）市厅级 

 2023 基于产业融合视角下青岛市旅游养老产业发展模式研究（青[2023]11-28）市厅级 

 2023 农村电商助力青岛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径研究（青[2023]11-27）市厅级 

 2023“元裳和”——基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元宇宙文旅平台设计（科技创新项目） 

 2022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东省农村养老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青[2022]12-24）（市厅级） 

 2022 山东省周边海域开发生态效率测度及提升对策研究（青[2022]12-25）（市厅级） 

 2022 关于加强山东省在读本科生职业技能培训与管理的研究（青[2022]12-41）（市厅级） 

 2022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园区专题询问课题（市厅级） 

 2022 统一战线助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QDSK2001410（市社科规划课题） 

 2022 青岛市统战智库课题（QDTZZK2020WT08）（市厅级） 

 

产学研融合与横向课题 

 2022 政府与市场动机下企业地产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LC2022IUR07）（产学研融合） 

 2022“RCEP”贸易指数研究（FHY220219）（产学研融合） 

 2022 碳中和目标约束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外部监管机制研究（TT2203317）（产学研融合） 

 2021 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2021LVFRF028）（产学研融合） 

 2021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保险制度研究（JLA2021CQ00QD12）（产学研融合） 

 2021 绿色金融、健康产业与生态环境质量（2021TS800597）（产学研融合） 

 2018 第二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岛院士论坛支撑（横向课题） 

 

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 

 2021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统一战线助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研究 

 2021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2020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外侨团统战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研究 

 2020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统一战线推动港澳台与海外青年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路径和

方式研究 

 2020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关于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2019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新媒体时代推进统战工作方法论与基本方略研究 

 2019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统一战线耦合“一带一路”——以服务海洋强国为例 

 2019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作用分析 



 2018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基于大统战思维下的高校统战战略研究 

 2018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新思维 

 2018 青岛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一带一路”倡议耦合“统一战线”的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