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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经济学博士学位（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09）

经济学硕士学位（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05）

经济学学士学位（兰州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2002）

人才工程

甘肃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甘肃省杰出青年人才

陇原青年创新人才

讲授课程

硕士生：区域协调发展专题、创新经济学

本科生：区域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生态经济；数字经济

代表性学术论文

新华文摘：



王娟娟.新中国 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基于问题导向原则的

梳理[J].新华文摘 2019年第 20期摘编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王娟娟.产业数字化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

第 1期全文转载。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王娟娟.“一带一路”区域的共享经济模式探索[J]．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8年第 6期摘编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王娟娟.产业数字化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J].人大复印资料《区域与城

市经济》2022年第 12期全文转载。

2.王娟娟.李玲.宋雪倩.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J].人大复印资

料《区域与城市经济》2024年第 1期全文转载。

3.王娟娟.新通道贯通“一带一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基于产业链视角

[J]．人大复印资料《贸易经济》2021年第 1期全文转载

4.王娟娟.双循环视角下黄河流域的产业链高质量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人

大复印资料《贸易经济》2021年第 5期全文转载

5.王娟娟.新中国 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基于问题导向原则

的梳理[J].人大复印资料《区域与城市经济》2019年第 11期全文转载

6.王娟娟，郑浩然.“一带一路”区域通关一体化建设问题研究――基于跨境

电商视角的分析[J]．人大复印资料《贸易经济》2018年第 1期全文转载

7.王娟娟，吕冠桥.丝绸之路经济带趋同类型研究[J].人大复印资料《区域与

城市经济》2016年第 11期全文转载

8.王娟娟. 一带一路经济区现代物流体系构建[J]．人大复印资料《物流管理》

2016年第 6期作为特稿全文转载

9.王娟娟，王瑞，基于农产品云物流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建设[J].人大复印资料

《物流管理》2015年第 8期全文转载

10.王娟娟，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农产品云物流发展研究[J].人大复印资料《物

流管理》2015年第 1期全文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年度热文



王娟娟，秦炜，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探索[J]．中国流通经济，

2015(5）．被中国社会科学遴选为 2015年年度热文.

社会科学报文摘

王娟娟.产业数字化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J].社会科学报文摘 2022年第

7期摘编。

学术论文

1.王娟娟.产业数字化的区域锁定与区域分化[J].甘肃社会

科,2024,(02):172-183.

2.王娟娟,曲健.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及区域分异研究[J/OL].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7.

3.王娟娟,于涛,吴菲.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及区域比较[J].开发研

究,2023,(06):1-12.

4.王娟娟,李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效率测度及区域比较[J].开发研

究,2023,(04):41-51.

5.王娟娟,马重阳,程子龙.数字产业的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J].兰州财经

大学学报,2023,39(03):19-30.

7.王娟娟 .我国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与区域比较中国流通经

济,2023,36(01):12-23.
8.王娟娟,李玲,宋雪倩.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J].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3,(03):102-115.

9.王娟娟.产业数字化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J].甘肃社会科

学,2022,(04):204-214.

10.黄真辉,魏伟,孟慧红.生态环境-区域经济-公共服务协同影响下的黄河流

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2,38(03):311-326.

11.王娟娟.RCEP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优化[J].中国流通经

济,2022,36(04):3-18.

12.王娟娟,佘干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J].中国流通经

济,2021,35(08):3-17.

13.王娟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基于合理和效率关系的梳理[J].

当代经济管理,2021,43(08):64-75.



14.王娟娟.以产业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J].当代经济管

理,2021,43(05):46-56.

15.王娟娟.双循环视角下黄河流域的产业链高质量发展[J].甘肃社会科

学,2021,(01):49-56.

16.王娟娟.新通道贯通“一带一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基于产业链视角[J].

中国流通经济,2020,34(10):3-16.

17.王娟娟.从新冠肺炎疫情看专业数据库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作用[J].中

国流通经济,2020,34(03):17-25.

18.王娟娟.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101-111.

19.王娟娟,杨冰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J].

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1):90-99.

20.王娟娟,张贯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空间探索[J].东北

亚经济研究,2019,3(06):16-27.

21.王娟娟,任可.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区域经济政策的三次演进及启示[J].区域

经济评论,2019,(05):39-50.

22.王娟娟.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次飞跃及其启示——

基于问题导向原则的梳理[J].新视野,2019,(04):22-29+63.

23.王娟娟.“一带一路”区域共享经济模式探索[J].河北学

刊,2018,38(05):125-132.

24.王娟娟,孙未未.网联对“一带一路”区域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J].中国流通

经济,2018,32(06):105-112.

25.王娟娟.虚实结合加速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国际化进程[J].西北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58-65.

26.王娟娟,宋宝磊.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区域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J].

当代经济管理,2018,40(07):84-91.

27.王娟娟.“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合作领域探索[J].中州学

刊,2018,(03):24-31.

28.王娟娟,刘萍.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区域物流领域的应用[J].中国流通

经济,2018,32(02):57-65.



29.王娟娟.基于区块链理念探索“一带一路”区域的新零售模式[J].湖湘论

坛,2017,30(06):91-97.

30.王娟娟,杜佳麟.“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省际地缘经济关系研究[J].河北学

刊,2017,37(04):125-131.

31.王娟娟,杜佳麟.“一带一路”区域绿色物流体系构建及路径探索[J].中国流

通经济,2017,31(06):27-36.

32.王娟娟.一带一路经济区新兴产业流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J].中

国流通经济,2017,31(01):14-22.

33.王娟娟,杜佳麟.一带一路经济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探索[J].中国流通

经济,2016,30(09):100-107.

34.王娟娟,吕冠桥.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趋同类型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

理研究,2016,(08):92-97.

35.王娟娟.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与商品流通协同发展战略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160-168.

36.王娟娟.一带一路经济区现代物流体系构建[J].中国流通经

济,2016,30(03):25-31.

37.王娟娟,杜佳麟.基于亚投行平台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模型[J].经济问

题,2016,(02):50-55.

38.王娟娟.京津冀协同区趋同类型探索[J].中国流通经济,2015,29(12):12-17.

39.王娟娟.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研究[J].中国流通

经济,2015,29(10):64-70.

40.王娟娟,惠盛隆.藏区牧民定居点文化承载力与文化适应力协同度测算[J].

统计与决策,2015,(12):98-101.

41.王娟娟,秦炜.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探索[J].中国流通经

济,2015,29(05):46-54.

42.王娟娟,王瑞.基于农产品云物流完善食品安全体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91-98.

43.王娟娟.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农产品云物流发展[J].中国流通经

济,2014,28(11):37-42.



44.王娟娟,孙鹏.主体功能区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变化分析——以青藏高

原区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31-137.

45.王娟娟.电子商务时代的物流发展分析[J].中国流通经

济,2014,28(03):54-59.

46.王娟娟.市场导向下的西部民族地区内生式发展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54-59.

[47]王娟娟,何佳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J].统计与决

策,2013,(22):49-52.

48.王娟娟.欠发达地区现代商贸服务业可持续发展[J].商场现代

化,2013,(Z1):159-162.

49.王娟娟.基于低碳经济理念探索中国经济转型路径[J].中国流通经

济,2013,27(05):56-62.

50.王娟娟.基于共生理论选择农牧交错区农牧业发展模式——以甘南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04-110.

51.王娟娟.草原生态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协同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91-96.

52.王娟娟.欠发达地区现代商贸服务业可持续发展[J].中国流通经

济,2013,27(02):22-27.

53.王娟娟,何佳琛.藏区牧民定居点的文化承载力分析[J].统计与决

策,2012,(21):127-130.

54.王娟娟.游牧文化生态化的路径选择——以甘南牧区为例[J].北方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49-54.

55.王娟娟.草地生态补偿成本分摊的博弈分析——以甘南牧区为例[J].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87-93.

56.王娟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潜力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1,(22):75-77.

57.王娟娟.基于维克里拍卖机制的分摊生态补偿成本研究——以甘南牧区为

例[J].经济经纬,2011,(06):6-10.

58.王娟娟.游牧人口定居:改善牧区发展环境的引擎——以甘南牧区为例[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75-80.



59.王娟娟,梁健.农民工问题演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J].湖北社会科

学,2011,(09):53-56.

60.王娟娟.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以甘南牧区

为例[J].经济经纬,2010,(02):52-56.

主要科研项目

1.青藏高原区生态补偿成本计量及分摊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

2.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业资源开发和保护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

3.西部民族地区牧民定居点可持续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0）

4.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整体规划研究，教育部“春晖计划”

项目，（2007）

5.西部民族牧区牧民定居问题研究，国家民委科研项目（2009）

6.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处一般项目（2009）

7.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规划，国家开发银行（2011）

8.青海省贵德县旅游产业发展融资规划，国家开发银行（2011）

9.青海省“十二五”交通融资规划，国家开发银行（2011）

10.青海省旅游产业发展融资问题研究，国家开发银行（2011）

11.青海省产业竞争力评价，青海省财政专项项目（2012）

12.青海省政府采购现状评价，青海省财政专项项目（2012）

13.青海省 GPA发展战略研究，青海省财政专项项目（2012）

14.青海省政府采购规范化研究，青海省财政专项项目（2013）

15．甘肃省委组织部：陇原青年创新人才扶持项目“甘南草地生态补偿成本

计量”甘肃省委组织部（2012）

16．甘肃牧民定居点文化承载力与定居牧民文化适应力协同研究，甘肃省高

等学校科研项目（2013）

17．甘南草地系统生态修复成本计量方法研究，甘肃省高校基本研究费项目

（2013）

18.基于价值链优化的特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甘肃省经济研究院（2015）

19.云计算和大数据在甘肃食品安全预警和溯源中的应用研究，甘肃省科技

计划自然基金项目（2016）



20.计入物价因素的甘南草地生态修复成本核算，甘肃省科技计划杰出青年

人才专项项目（2016）

21.面向“一带一路”区域的甘肃电子商务发展战略研究，甘肃省战略研究

项目（2017）

22.冷链云物流在甘肃生鲜农产品流通中的应用研究，甘肃省科技计划自然

基金项目（2017）

23.区块链技术在甘肃生鲜农产品流通中的应用研究，甘肃省科技计划自然

基金项目（2018）

24.甘肃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融合模式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18）

25.加强西部地区省际经济合作，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广西发展研究

院重点项目（2018）

26.甘肃省陇南天水对接融入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方案研究，甘肃省发改委委

托项目（2018）

27.甘肃对接“一带一路”产业链的方案，甘肃省委组织部（2018）

28.平凉“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平凉发改委（2019）

29.平凉“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平凉发改委（2019）

30.黄河流域平凉段生态高质量发展规划，平凉发改委（2019）

31.甘肃与西部省份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对策建议，甘肃省社科规划

项目（2019）

32．通过加强央地合作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机制研究，甘肃省国资委重大招标

项目（2020）

33.“十四五”时期甘肃融入“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甘肃省科技

厅重大公开招标项目（2020）。

34.专业数据库在甘肃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聚焦和建设方案研究，甘肃

省科技计划自然基金项目（2020）

35.“十四五”庆阳市国资系统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规划，庆阳国

资委（2021）

36.黄河流域会宁县祖厉河生态长廊建设项目郭城驿镇——会宁靖远交界段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甘肃省发改委（2021）

37.固安县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河北廊坊发展研究院（2021）



38.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甘肃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路径，甘肃省科技计划自然

基金项目（2022）

39.产业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23）

40.甘肃农村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23）

41.甘肃省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战略选择及实现路径，甘肃省教育厅“双

一流”科研重点项目（2023）

专著与教材 （

1.学术专著

（1）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的机制、模式与效应研究，经济科学出

版社，2011 年 11 月，独著

（2）青藏高原区生态补偿成本计量及分摊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年

11 月，独著

（3）中国牧民定居过程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独著

（4）“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蓝皮书——甘肃篇（2022），2023 年 11

月出版。

2.编写教材

（1）现代商品学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 月，主编

（2）经济学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主编

奖励与荣誉

荣获 2023 年甘肃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荣获 2021 年甘肃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荣获 2021 甘肃省政府参事室咨政建言三等奖

荣获 2017 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2015 年度热文奖

入选 2016 年甘肃省杰出青年基金计划



荣获 2016 年兰州财经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

荣获 2016 年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

荣获 2013 年甘肃省高校教学成果三等奖

荣获 2013 年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暨科技优秀成果三等奖

荣获 2013 年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暨科技优秀成果二等奖

荣获 2012 年甘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荣评 2011 年度“陇原青年创新人才扶持计划”资助人员

学术兼职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职研究员

2.CSSCI 期刊编委

3.CSSCI 学术期刊审稿专家兼特约编辑

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审专家

5.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

6.教育部博硕学位论文评估专家

7.甘肃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8.广西钦州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9.甘肃省科技厅项目评审专家

10.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智库专家

11.甘肃省信息中心项目评审专家

12.甘肃省工程咨询中心项目评审专家

13.甘肃省供销合作社智库专家

14.河北廊坊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

15.兰州市社会科学智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