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大学导师个人简介（贡秋扎西）

姓名：贡秋扎西

职称：教授

邮箱：gjzx21@utibet.edu.cn
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西藏经济金融和市场化

教育背景：

1993年 9月至 1997年 7月在山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获得国民经济管

理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0年 9月至 2003年 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金融系学习，获得金融

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7年 7月至 2000年 9月在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系任教；

2003年 7月至 2006年 9月在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任教；

2004年 11月起经济学系副主任；

2007年 4月至 2010年 4月任经济学系主任；

2010年 4月至 2011年 3月任西藏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助理；

2011年 3月起任西藏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

2014年 4月至 2024年 4月任西藏大学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2024年 4月至今任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论文：

[1]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3年第 3期，刘佳，贡秋扎西，第 212-232页
[2] 西藏牧区市场化程度调研报告——牧户视角的考察，《西藏大学学报》（社科

版），2021年第 1期，贡秋扎西，刘佳，第 138-143页
[3] 西藏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殊性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

三期，第三作者，第 138-143页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的研究——一个交易视角的文献综述，《西藏大学

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 2期，第一作者;第 185-195页
[5] 近现代西藏货币流通与金融管理制度研究，《西藏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二作者；第 48～57页
[6] 西藏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研究，《西藏研究》2013年第 6期，第一作者；第

38～47页
[7] 当前西藏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 1期，第三作者；第 7～12页
[8] 区域分工视角中的西藏产业发展和结构演化分析，《中国藏学》2012 年第 1

期，第二作者；第 13～138页
[9]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学习贯彻区党委七届

七次全委会精神体会，《西藏日报》理论版 2011年 2月 19日，第二作者；

[10] 区域分工视角下的西藏产业结构问题分析，《中国藏学》2011年第 4期，第

二作者；

[11] 西藏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
第 3期，独立;第 12～16页

[12] 西藏农区金融发展状况研究，《财经科学》2010 年第 8 期，第一作者；第



25～31页
[13] 西藏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开发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 6期，第三作者；第 16～22页
[14] 西藏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势分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 2期，第三作者；

第 99～106页
[15] 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后的农地制度经济分析综述，《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9年第 3期，第一作者；第 41～48页
[16] 小额信贷在西藏的实践评析，《西藏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一作者；第

81～91页
[17] 就业形势、学科沿革与培养计划调整——初探西藏高校经济学专业培养方

案的进一步优化，《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3期，第一作者；

第 112～116页
[18] 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模式初探，《中国藏学》2006年第 4期，独立；第 15～

21页
[19] 西藏经济增长方式初探，《西藏研究》2006年第 1期，第一作者；第 107～

114页
[20] 试论西藏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体制创新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 1

期，第二作者；第 5～10页
[21] 西藏边境县发展现状研究，《西藏研究》2005年第 1期，第二作者；第 102～

109页
[22] 西藏城镇贫困人口及对策研究，《西藏研究》2001年第 3期；第 14～27页
[23] 对法人财产权的再认识，《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1999年第 1期，独立；

第 54～55页
专著和教材：

1.主编，藏汉英会计金融词汇，民族出版社，2021 年 9月，ISBN978-7-105-16511-7；
2.主编，基础会计模拟，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 年 5月，ISBN978-7-223-04834-7；
3.第二作者，西藏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ISBN978-7-223-03749-5。
承担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西藏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协调统

一研究：混频指标体系与动态数量关系（72163029）；2022.01-2025.12，29万。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市场化程度、区情约束与西藏金

融体系研究》，2015.01-2018.12，项目编号：71463053，38万，结项，评定为良

好。

3．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价值补偿标准与环境会计方法研

究》（项目编号 14ZDB141）子课题《生态价值补偿的区域梯度差异研究》负责

人，2015.01-2017.12，在研。

4.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西藏经济市场化研究》，

2014.06-2015.12，项目编号：Sk2011xtcx-01qy04，结项为优秀；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西藏农地制度、农业金融和农牧民增

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70663007，结项鉴定为良好；200701-200912
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农牧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项

目编号：07CJY060，结项为合格；200801-201012



7．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项目：《并网逆变器技术在大型并网发电中的应用》，

2009.10-2012.09，项目主持人，结项。

8．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项目：《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

2010.07-2012.12，结项；

9．西藏自治区软科学项目：《西藏科技金融发展研究》， 2014.01-2015.12，
结项；

10．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西藏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建

设研究》（项目编号：12BJY008），2012.12-2014.12，结项；

11.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项目：《西藏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研

究》，2012.01-2013.12，项目主持人，结项；

12.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项目：《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

2010.07-2012.12，项目主持人，结项；

教育教学：

本科生主要承担《金融学》和《公司金融》等课程授课，研究生主要承担《货

币理论与政策》和《西藏经济研究》课程授课。

教育教学项目：

1.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五教创新”案例教学改革，经费 20万，主持；

201410-201610.
2.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会计专业综合改；20；主持；时间 201310-201510
3.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财经类专业质量提升建设；150万；主持；时间

201806-202006
4. 学校教务处：经济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6万；主持；时间 201506-201606
5. 学校教务处：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6万；主持；201601-201611

指导课题研究：

1.教育部大学生创新项目：《拉萨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研究》，2009.07-2010.07，
结项。

2.教育部大学生创新项目：《拉萨城镇居民信用消费调查研究》，

2010.07-2012.07，在研。

3.教育部大学生创新项目：《拉萨市市场化研究——以拉萨市国企为例》，

2015-2016。
学术及社会任职：

2012年以来聘请为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咨询委员；

2015年度聘请为西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7年度聘请为西藏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西藏大学学报编委会委员

荣誉奖项：

2020年西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2020年西藏大学首届“十佳管理之星”

2019年西藏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7基础会计模拟实训（教材），自治区教学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二

2016年度“自治区高校教学名师”；

2016年度“西藏大学教学名师”、“西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5年度西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4年度西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4年西藏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

2014年西藏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201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2010年度“自治区优秀教师”奖；

2006-2009年“西藏大学优秀教师”奖；

2007-2008年度“西藏大学优秀科研工作者”奖；西藏大学第二十二届和二

十三届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一等奖”；

其他：

人才项目：2015年 11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