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MPA导师简介（以职称+姓氏拼音为序）

序号 照片 个人简介

1

陈鸿雁，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兼国际教
育机构党委书记。2017年7月—2018年1月在美国圣克劳德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
者，跟随SCSU(大学咨询与学生发展)项目进行研究。主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胜
任力研究”等十多项省级课题，出版专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胜任力研究》并
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天津市九五立
功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章、天津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天津市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
称号。曾任天津市党代表、红桥区人大代表，现任北辰区人大代表。
主要研究领域：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胜任力与领导力研究。

2

李培智,法律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劳动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
劳动与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
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职律
师，石家庄仲裁委仲裁员。荣获第三届河北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提名奖，河北省
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天津市和河北省法治智库专家。先后发
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4部，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多
项，获省部级社科三等奖2项。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劳动关系。

3

李跃利，民商法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行政管理与依法行政方向带头人，民商
法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本科教学评估委员会委员。
主要兼职：天津市法治智库专家，河北省法治智库专家，教育部硕士博士论文评估
专家，河北省民商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医事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破产法学
会理事 ，天津市商法学会理事，天津市案例法研究会理事，兼职律师。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著作6部，完成各级课题20余项，获各级各等科研奖励10余项。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及相关学科。



4

李子彪，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
处/离退休工作处 部长、处长，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河
北省经管专业研究生教指委委员。河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2年国家公
派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入选河北省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
划，2014年获评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5年获天津市“创新创
业创优”先进个人，2017年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2020年入选中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入库专家。主要兼职：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研究会常务
理事、河北省投入产出协会副理事长、河北省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科学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与数字创业、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价。

5

马立民，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人文与法律学院副院长。作为项目负
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5项、横向课题2个总计经费46万；
出版著作《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责任法律制度体系研究》《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发
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要兼职：河北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
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法学会社会法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法学会法
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会计法、金融法。

6

孟祥群，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在省财政、省纪检部门工作多年，熟悉公共部
门管理业务与实践；曾组织编写财政干部系列培训教材12部，参与编写《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一书，发表财政管理、统计分析论文3篇。
主要兼职：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党政机关公文写作。



7

石小娟, 法学硕士，教授。2010年8月-2011年9月美国加州大学SDSU访问学者。从
事国际法理论、经济法律实践创新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商事仲裁、WTO、海
商法、国际投资法。在包括法学杂志、天津政法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
天津市社科基金、河北省等课题10项；出版著作4部，其中一部专著，一部参编国
外出版全英文著作。参与全国立法项目3项，地方立法项目26项。主要兼职：河北
省法学会学术委员、天津市法学学会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旅游法研究会
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委课题评审专家，教育部硕博论文评审专家库成员，河北省检
察院民行案件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贸促会国际商
事调解中心国际调解员，北京德和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8

孙琳琼，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
主义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五年出版专著2部，在《人民日报
（理论版）》《山东社会科学》《求索》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河北省社科
成果奖2项。近五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完成重点项目2项，
主持完成省级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美学研究领域
取得较为丰硕成果，2020年参与中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读物
的编写工作。

9

田文利，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行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法学
会理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具有律师和涉外公证员双重执业资格。独立
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5项，出版个人专
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得教育部、北京市、河北省10余项奖励。主要研
究领域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在宪法学方面比较关注基本权利、国家主权、国际公
约、宪法解释等前沿性问题；在行政法学方面，对于政府责任、政府组织、地方立
法多有涉猎。在伦理学方面，对于国家伦理、国家价值观、国家责任、政府伦理、
制度伦理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0

于峻嵘，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河北省社科
规划项目、教育厅拔尖人才项目各一项。在研河北省社科联重点项目一项。出版专
著《〈荀子〉语法研究》，文献注疏著作《学不可以已——〈荀子〉重添注》；作
为副主编出版目录学著作《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古籍目录分典》一部四册，获
得河北省第十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河北学刊》《光明日报》《语文
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兼任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理事。

11

苑帅民，南开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骨干、河北省教学名师、
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优秀教师、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省社会主义
学院客座教授、天津市市委讲师团专家、天津市习思想理论宣讲团专家、天津市青
年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专家、河北省首届外事专家库高级专家、河北省教育厅青年
拔尖人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顾问。 河北工业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课程思政
专项负责人、河北工业大学教师发展培训师、河北工业大学大学生双创教学指导师
。发表Cssci等高水平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
目40余个。主要研究领域为课程思政教法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教学研究、思想政治
教育元理论研究。

12

陈晓春，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University of Ottawa短期访问学者
。承担《管理学》《公共管理》《社会统计学》等课程教学，获河北工业大学课堂
质量优秀奖6次，曾在校、省（市）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多媒体课件和微课大赛、
课程思政案例、信息化教学案例等赛事中获奖，被评为河北工业大学第十二届优秀
任课教师。作为主要成员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完成省部级项目数十项；曾
在《科学性与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经济》、《情报杂志》、《信息系统学报》
、《教育教学论坛》、《高教学刊》等期刊和IACMR、IE&EM等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研究论文。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变革与领导行为、数字政府与治理文化。



13
崔璨，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为项目负责人，近年来主持近10项省部级和
厅局级课题，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要兼职：全国博物馆学
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法治、文化遗产保护、社会治理。

14

高雪冬，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学工办
主任兼团委书记。河北省教育工作先进工作者、河北省德育先进工作者、天津市优
秀团干部项近年来作为主研人参与国家课题3项，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于《技术经
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8篇，出版专著1本，获国家级奖励2项。主讲课程组织行为学、现代管理学
、人力资源系统等核心课程。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源及绩效开发。

15

胡尹燕，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
专业。2015年12月-2017年1月国家公派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代表作《经
济转型路径分化及整合研究》（专著）。近年主持河北社科基金“转型视域下中国
宏观经济稳定的三维分析及实现路径研究”、天津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
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理研究”、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项目“人工智能助力
老龄社会劳动力市场再平衡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与政策、经济改革与
制度变迁、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市场。



16

蒋冰晶，博士，副教授，人文与法律学院法学系主任，河北省法学会立法学分会常
务理事、行政法学分会理事、法学教育分会理事、北京市旅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天津市政府法治智库专家、旅游智库专家。长期从事行政法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数据要素供给视角下的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法治研究》，主持《天津
市旅游条例》《法治政府建设评估》等横向课题十余项。代表性成果有《重复信访
行动研究》（专著），在《法学杂志》《河北法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等杂志
上先后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法社会学、数据法治。

17
李宇征，法学（政治学理论）博士，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
学。近年来，主持教育部项目1项，河北省社科基金2项，厅局级项目10项，公开出
版专著1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18

马岱，管理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兼本
科生工作部部长。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厅级课题1项；参与完成多项课题研究。
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一项（排名第三）；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排名
第八）、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排名第一）、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排名
第二）。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流程创新与质量控制、教育大数据挖掘与分析。



19

苏晔，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兼职《河北日报
》理论版专栏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社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发表科研
和教研论文数十篇，长期从事电子政务课程教学工作，曾获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智慧教学之星”荣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子政务、行政管理。

20

孙伟龙，吉林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公共管理文秘与文案策划方向带头
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文秘与文案策划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曾、楚文字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楚文字羡符研究”、河北
省社科基金两项；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多项。出版专著《徐国铜器铭
文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合，获吉林省语言学
会一等奖）、《字源》（合）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天津市第十三届高校青
年教师基本功竞赛二等奖，两次获得河北工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
奖，多次获得教学质量奖与优秀任课教师，其中华北五省人文知识竞赛优秀指导教
师等荣誉。

21

王小春，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MPA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第十一
届理事会理事，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河北省社会学会理事，曾获河北省教育
厅青年拔尖人才称号。先后主持过民政部、河北省社科基金、河北省软科学等省部
级科研课题多项，主持过河北省人教育厅、人社厅、民政厅、天津市教委等厅级课
题多项，主持本科生、研究生教研课题多项，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获得过天津市第六届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二等奖，天津市2019年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
新成果二等奖、河北省人社厅科研课题三等奖、天津市人才工作调研成果优秀奖等
奖励。主要研究领域：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等。



22

王云胜，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参与完成省（厅）级课题16项，
作为主要参与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科学决策》《河南社会科学》等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论坛征文二等奖、河北省
第十三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河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先后取得国
家心理咨询师二级、全国高校就业指导资格、高校生涯规划课程导师资格。担任中
共天津市委讲师团专家学者宣讲员，主讲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课程。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社区治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23

文太林，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保险与社会保障。在
《行政论坛》、《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暨南学报》、《财政科学》等核心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和河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等多项课题。研究成果曾获得天津市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二等奖等。

24

闫文博，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副院长、
MPA教育中心主任。曾获得河北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河北省教育厅青年拔
尖人才称号。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会员，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劳动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发表专著2部，分别获天津市、河北省优秀社会
科学成果三等奖，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项目十余项，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
制度、中国司法制度，科技法律与政策，法社会学等。



25

张继红，法学博士，副教授，人文与法律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高校
学生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治对策研究》，参编教材1部。在国家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十余篇，先后在《社会科学辑刊》、《河北法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篇。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两项省部级及厅局级科
研项目。积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十余项。担任河北工业大学区域法
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主要兼职：现任河北省法学会宪法学、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等学术团体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高校安全法律制度、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治对策研
究、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研究。

26

张金峰，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社会保障专
业博士学位，兼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河北省社会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会理事。在领域内国家级出版机构出版学术专
著3部，在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承担国际合作、
国家社科、教育部等科研项目二十余项。曾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宪梓先
生助残研究基金会等科研奖励多项。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老年保
障、健康保障、社会福利。

27

赵庚，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成果：近年来发表《京津冀科技人
才政策比较研究》、《孵化企业创业行为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及促进政策》、《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Sources，Learning Mod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ical SMEs of Tianjin》等多篇论文，完成“
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等省部级课题10余项。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创业政
策研究，公共舆情管理。



28

李燕涛，法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法学理论专业）。兼任商务印书馆《政治哲学名著译丛》编委、河北工业大学社
区矫正中心研究员、河北工业大学区域法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获省部级以上科研
奖励5项，主持研究课题7项。主要研究领域为依法行政、法治与社会治理、司法制
度与司法管理等。

29

黄云生，文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1993-199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
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2004年就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
集团），从事市场研究与政府咨询工作，其间（2000-2004）在信息产业部从事产
业政策咨询与行业管理支撑工作。2006-2012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
学位。其间曾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中国国际经济学院讲授公文写作课程。2014-
2016年作为公派教师在俄罗斯奥伦堡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有专著《元代国
外题材笔记研究》《〈红楼梦〉的理想人性观》《可以享受的寂寞》，名著改编本
《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参与《全元诗》《全元词》《中华大典》等多项国
家重大社科项目。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奥伦堡大学学报》等报
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31

钱寅，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承担MPA公文写作等课程。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四川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分别获得法学学士、
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史传统与文化、社会思想史等，在
海内外各级刊物公开发表论文30篇左右，出版专著两部。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民俗
学学会会员、历史文献学学会会员、天津国学研究会会员、中医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会员等。



32

冯小凡，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主讲课程包括
政治学、公共伦理学、政务礼仪。近年来，参与编写专著1部，在CSSCI、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治
理、大数据治理、社会信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等。

34

丁雪萌，经济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长期照护服务与老年健
康、人口与环境。参与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结项等，以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身份
发表SSCI、SCI、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数篇。承担MPA社会保障概论以及
学术论文规范与写作等课程。

35

李亚鹏，管理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市厅级课题1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参编教材1部。在CSSCI、SCI、北
大核心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
改革。



36

卢珊，管理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在北大核心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
余篇，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科
技厅软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基金项目。担任中共天津市委讲师团专家学者宣讲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共同富裕，计量分析。

37

张孟亚，管理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持市厅级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在SSCI、
SCI、CSSCI、北大核心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编写的案例入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案例库。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政府管理、多中心治理和科技管理。

33

许红伟， 教育学博士，讲师，现任廊坊市教育局局长。英国斯旺西大学访问学
者，河北省政协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教育
部国培计划国家级专家。主持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四项。出版专著三部，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十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