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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吴建祖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兰州大学绿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73000） 

电子邮箱：jzwu@lzu.edu.cn 

 

教育经历 

1988-1992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工学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 

1999-2002  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硕士（企业管理） 

2002-2006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博士（工商管理） 
 

国外访学经历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 
 

研究方向 

1.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2. 企业碳中和战略 

3. 企业气候适应战略 

4. 企业人工智能战略 
 

主讲课程 

本科生：管理学原理 

硕士生：管理研究方法 I、机器学习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博士生：管理研究方法 II、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硕博通开：管理学经典理论 

MBA: 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碳中和战略 
 

研究生招生学科、方向和要求 

1. 招生学科：工商管理学一级学科 

2. 招生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3. 博士研究生招生要求： 

1）热爱学术研究，愿以学术为志业； 

2）身心健康，勤奋踏实，具有长时间专注做一件事的耐心和毅力； 

3）熟悉计量经济学及 Stata/R 应用，了解机器学习及 R/Python 应用； 

4）需提供一篇论文代表作（已发表论文或完整工作论文）； 

5）需全职脱产在校学习。 

4.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要求： 

1）热爱学术研究，有意继续读博者优先； 

2）身心健康，勤奋踏实，具有长时间专注做一件事的耐心和毅力； 

3）了解计量经济学及 Stata/R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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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吴建祖, 宣慧玉. 期权博弈理论研究述评[J]. 经济纵横, 2005, (9): 32-35. 

[89] Wu Jianzu, Xuan Huiyu. Optimal Timing of Firm's R&D Investment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 Real Options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A].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CD). Chengdu, Sichuan, China: 2005. 

[90] Zeng Xianju, Wu Jianzu, Jing Hui.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of Knowledge Barter between 

Knowledge Workers[A]. Proceeding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Zhao S,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0-524. 

2004 

[91] 吴建祖, 宣慧玉. 企业内员工间知识互换的博弈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4, 22(S): 120-

122. 

[92] 吴建祖, 宣慧玉. 经营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期权博弈分析[J]. 系统工程, 

2004, 22(5): 30-34. 

[93] Wu Jianzu, Xuan Huiyu. Strategic Timing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under 

Asymmetric Duopoly: A Real Option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C]. Proceedings of the 

2nd Globelics Conference (CD). Beijing,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94] 吴建祖, 宣慧玉. 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不对称双寡头期权博弈模型[A]. 全国博士生学

术论坛管理科学与工程分论坛论文集.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4. 333-342. 

2001 

[95] 杨继雄, 吴建祖. 柔性管理：21 世纪企业管理新模式 [J]. 未来与发展, 2001, (6): 49-51. 
 

教材和专著 

包国宪, 吴建祖, 雷亮编著. 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第二版）[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 
 

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2094）：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企业环境战略研究：混合

方法的视角，负责人。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2078）：注意力基础观视角下中层管理者内部创业行为

的跨层次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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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2068）：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企业战略决策研究，负责

人。 

[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630033）：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不对称研

发竞争研究，负责人。 

[5]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专项项目（2018LDBRZD007）：“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

国际化战略研究，负责人。 

[6] 兰州大学祁连山研究院开放课题（87080302）：企业、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下的祁连

山生态环境保护研究，负责人。 

[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7LZUJBWTD005）：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

与路径研究，负责人。 

[8]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15LZUJBWZD016）：政策注意

力、政策创业者与公共政策创新，负责人。 

[9]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13LZUJBWZD010）：服务创新

与创业管理研究：中层管理者的视角，负责人。 

[10]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课题（09LZUJBWZY017）：高层

管理团队注意力对企业战略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负责人。 

[11] 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基金项目：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不对称企业 R&D 时

机策略研究（LZUGH07002），负责人。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02013）：供应链环境下基于资源整合的柔性项目进度管

理研究，主要参与人。 

[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1103）：基于冲击模型方法的保险风险系统可靠性研究，

主要参与人。 

[14]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甘肃研究院：甘肃新能源发展核心装备设备、元器件及原材 料

等生产制造产业链研究，负责人 

[15] 甘肃省统计局：文化服务业地区竞争力比较，负责人。 

[16]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甘肃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负责人。 

[17] 甘肃圆陇路桥机械化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甘肃圆陇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咨询，课题负责

人。 

[18] 靖远第二发电公司：“靖远管理模式”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1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课题：甘肃移动公司服务创新体系和战略研究，负责

人。 

[20] 甘肃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研究课题：甘肃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负责人。 

[21] 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委托项目：兰州市精神文明基地建设方案，主要参与人。 
 

学术会议 

[1] 2018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Chicargo, Amerca, August 10, 2018 to 

August 14, 2018 

[2] 2017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Houston, America. October 28, 

2017 to October 31, 2017 

[3] 2016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Anaheim, Amerca, August 5, 2016 to 

August 9, 2016 

[4] The 7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 

Hangzhou, China, June 15, 2016 to June 19, 2016 

[5] The 3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Atlanta, 

America, September 22, 2016 to September 23, 2016 

[6] 2015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Vancouver, Canada, August 7, 2015 to 

August 11, 2015 

[7] 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第三届年会, 2015 年 6 月 23-24 日, 天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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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论坛”, 2015 年 6 月 27-28 日, 武汉, 中国. 

[9] “管理学在中国”2015 年会（第八届）, 2015 年 10 月 17-18 日, 杭州, 中国. 

[10]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5 年年会, 2015 年 12 月 4-5 日, 

北京, 中国. 

[11] SYSBS 201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 Theories in Management, December 19, 

2015, Guangzhou, China 

[12] The 3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September 

28- October 2, 2013, Atlanta, USA. 

[13]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September 22-23, 2013, Tokyo, Japan. 

[14] 第八届（2013）中国管理学年会, 2013 年 11 月 8-9 日, 上海, 中国. 

[15] 第六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10 月 18-19 日, 苏州, 中国. 

[16] 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9 月 7-8 日, 天津, 中国. 

[17]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Firms, Dialogue between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August 23, 2013, Shanghai, China. 

[18] The 5th Biennial IACMR conference, June 20-24, 2012, Hong Kong, China. 

[19]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CMSE 2012), 

March 27-29, 2012, Xiamen, China. 

[20]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BIFE 

2012), August 18-21, 2010, Lanzhou, China.  

[21] 第五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8 月 1-2 日, 上海, 中国. 

[22] 第五届全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 2012 年 12 月 8-9 日, 天津, 中国. 

[23] 第五届管理工程与统计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7 月 20—25 日, 青岛, 中国. 

[24] INFORMS 2010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7-10, 2010, Austin, Texas, USA. 

[25] 第三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8 月 13-15 日, 兰州. 

[26] The Fourth IACMR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une 16-20, 2010, Shanghai, China. 

[27]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CiSE), December 11-13, 2009, Wuhan. 

[28] 第四届中国管理学年会, 2009 年 11 月 14-15 日, 北京 

[29] The Third IACMR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une 19-22, 2008, Guangzhou, China. 

[30]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rvice Science, ICSS 2008, April 17-18, 2008, Beijing, 

China. 

[31]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CM’07, August 3-5, 2007, Wuhan, 

China. 

[32]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gorithmic Applications in Management, AAIM'05, 

June 22-24, 2005, Xi’an, China. 

[33]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ICMSA 2005, June 

20-22, 2005, Chengdu, China. 

[34] The Second Globel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ctober 16-20, Beijing, China. 

[35] 2004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管理科学与工程分论坛, 2004 年 8 月 14-16 日, 哈尔滨。 
 

学术团体 

国际管理学会（AOM）会员 

国际战略管理学会（SMS）会员 

国际商务学会（AIB）会员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 

中国战略管理学会 

甘肃省管理学会 

 



9 

 

 

 

学术服务 

担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担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担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担任中国战略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担任《南开管理评论》《管理评论》《管理工程学报》《管理学季刊》《管理学报》以及

AOM 年会和 IACMR 双年会等学术期刊和会议审稿人 

 

社会兼职 

民盟兰州大学委员会主委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常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主委 

甘肃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