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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董晓红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12 最后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所在部门 金融学院
从事实验（实训）

教学工作年限
12年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联系电话 13304808361 电子信箱 33587015@qq.com

教学

工作

经历

及

主要

业绩

一、教学工作经历

2006年至今工作在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教研室。主讲

课程为固定收益证券、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与随机过程等。

1.近 5年主讲的固定收益证券主要面向 2010级、2011级、2012级、

2013级、2014级金融工程专业的学生，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在 120人

以上，5年的共计课时量 219学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运用固

定收益证券的理论和方法，具备了分析实际问题和具体案例等基本能力

以及参与固定收益证券业务实践等基本素质。

2.近 5年主讲的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主要面向 2010级、2011级、2012

级、2013级、2014级金融工程专业的学生，5年的共计课时量 150学时，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教授学生如何熟悉进行上

机操作。学生学会对具体时序的分析步骤与建模方法，掌握如何判断已

建立模型与原来数据适应性及对未来值的预测，掌握用 SAS等软件进行

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以及时间序列方法在社会金融领域预测中的应用。

二、主要业绩

1.发表论文情况 发表学术论文 21篇，其中有 11篇为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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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参与课题情况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项，黑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项，主持教育厅项目 3项，其中主持教学改革项目 2

项。参与国家级项目 4项，参与黑龙江省级项目 10余项；

3.本人获奖与社会服务情况

（1）2017年 5月在全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中获得创新方法教

学成果优秀奖。

（2）在 2017年 11月获由教育部主办，大连海事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创狐

杯全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应用大赛教师组一等奖。

（3）2014年 11月为黑龙江省创新方法理事。

（4）2017年 12月为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创新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4.指导学生情况

（1）每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之前，都集中数次为学生进行赛

前培训，讲解创新方法。

（2）指导学生参加国家创新大赛获奖 20余次。

（3）从 2012年至今，每年都指导学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其中有 2

项目国家级项目，2项省级项目，结题项目中有 4项鉴定为优秀。

（4）指导学生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7项，指导学生学生发表论文 10余篇，

其中有 1篇为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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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主讲实验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学时数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013.09-2013.11
2014.09-2014.11
2015.09-2015.11
2016.09-2016.11
2017.09-2017.11

30
30
30
30
30

2010金融工程 1-3
2011金融工程 1-3
2012金融工程 1-3
2013金融工程 1-3
2014金融工程 1-3

614

固定收益证券实训

2014.03-2014.05
2015.03-2015.05
2016.03-2016.05
2017.03-2017.05

32
32
32
32

2011金融工程 1-3
2012金融工程 1-3
2013金融工程 1-3
2014金融工程 1-3

503

创新意识与思维

2013.03-2013.04
2014.03-2014.04
2015.03-2015.04
2016.03-2016.04
2017.03-2017.04

20
20
20
20
20

全校各专业 300

近五年承担其他教学环节任务情况

（指导本专科学生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科竞赛、创新实

践和社会服务等情况）

一、指导本科学生实习

指导本科学生实习，近 5年指导学生人数为 1200人以上，主要指导学生进

行 SAS软件、EVIEWS软件的上机操作，熟练掌握软件的操作程序与使用方法。

二、指导课程设计与毕业论文

近五年指导课程设计与毕业论文 50余篇，指导出优秀论文若干篇，指导本

科二学位论文 25篇以上，通过指导学生论文的写作，使学生们掌握了写学术论

文的思路与方法，有一部分同学的论文经过指导后顺利发表。

三、学科竞赛

1.2012年哈尔滨商业大学由董晓红负责组建创新方法协会，每年指导学生

进行创新方法大赛、挑战杯大赛、互联网+大赛等等，每年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指导学生获奖次数达到 20次以上。

2.2013年，由董晓红负责开展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设计大赛设计与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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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5所高校参加，进一步推动了创新方法的宣传与普及。

三、创新实践

1.每年指导 1项学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其中包括：

（1）基于 TRIZ理论的银行服务设施的创新研究（国家级）2013年 12月结题，

结题鉴定结果为优秀。

（2）新型点钞机和刷卡式 ATM 机的创新研究（校级）2014年 12月结题，结

题鉴定结果为优秀。

（3）基于 TRIZ理论的多功能手机壳的创新研究（国家级）2015年 12月结题，

结题鉴定结果为优秀。

（4）电视遥控器的创新研究（省级）2016年 12月结题，结题鉴定结果为良好。

（5）城市绿色金融评价体系研究（省级）2017年 12月结题，结题鉴定结果为

优秀。

2.指导学生参加黑龙江省技术创新方法研究会创新方法推广十周年学术研

讨会征文中获奖，如下：

（1）指导房伟等同学的论文：基于 TRIZ 理论的空轨式智能桌的研究获得二等

奖。

（2）指导高志韩同学的论文：TRIZ理论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以保险合约创新

为例获得二等奖。

（3）指导贲雨亭等同学的论文：TRIZ 理论在产品更新中的运用获得二等奖。

五、社会服务

1.2014年 11月作为黑龙江省技术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

2.2017年 12月为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创新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3.成为黑龙江省的创新方法讲解和传播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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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承担实验教研教改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万元）

主持/
参加

起止日期

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

主干课程内容优化与实践

研究

黑龙江省

学位办
1 主持 2015.8-2016.12

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

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

金保障体系研究

省哲学社会

科学项目
无 主持 2016.8-2018.12

基于 SPOC平台商科院校

翻转课堂互动式实践教学

模式研究

哈尔滨

商业大学
0.3 主持 2018.6-2019.12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

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5 主持 2018.6-2019.12

哈尔滨市绿色金融发展水

平研究

哈尔滨

市社科联
0.4 主持 2018.6-2018.10

基于金融效率视角我国新

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
15 参加 2012.8-2015.3

金融错配与技术进步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
18 参加 2014.8-2018.6

近五年主要实验（实训）教学成果、论文及自编教材情况

教学成果、论文

或教材名称

获奖等级、授予单位或

期刊名称、出版单位
署名次序 时间

2012-2015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优秀指导教师 1 2016.12

创新方法教学成果
教学成果优秀奖、

黑龙江省教育厅
1 2017.05

创新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一等奖、教育部 1 2017.11

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

研究—以一金融学院为例
商业经济 1 2016.5

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

发展与建设浅析
黑龙江科学 1 2016.6

基于统计回归方法的交通

运输产业值预测
金融理论与教学 2 2016.8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企

业财务状况综合分析
金融理论与教学 3 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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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获奖情况（20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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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年 5月指导学生获得第六届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图 2 2018年 5月指导学生获得第六届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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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 5月指导学生获得第六届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创业类三等奖

图 4 2018年 5月指导学生第六届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获得

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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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7年 7月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省赛二等奖

图 6 2017年 9月指导学生挑战杯省赛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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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7年 5月获得创新方法教学成果优秀奖

图 8 2017年 5月指导的哈商大创新方法协会评为省优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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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7年 11月获得教育部主办的创新方法大赛教师组一等奖

图 10 2017年 5月指导学生获得第五届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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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6年 4月指导学生获得第四届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图 12 2016年 12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获得校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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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6年 4月指导学生获得第四届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图 14 2014年 12月指导学生获得创新方法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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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3年 12月指导学生获得第二届创新方法大赛三等奖

图 16 2013年 12月指导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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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8年 8月被聘为省创新教育委员 图 18 2013年 10月组织承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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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申请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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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年 5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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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年 12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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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年 9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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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年 5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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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年 6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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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3年 6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申请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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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论文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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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年 1月指导学生论文在黑龙江省创新方法研究会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中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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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年 1月指导学生论文在黑龙江省创新方法研究会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中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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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 1月指导学生论文在黑龙江省创新方法研究会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中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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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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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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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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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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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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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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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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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 ATM机创新研究目录



—37—

图 12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银行新型排队叫号机创新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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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银行新型排队叫号机创新研究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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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银行新型排队叫号机创新研究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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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刷卡式 ATM机创新研究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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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刷卡式 ATM机创新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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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刷卡式 ATM机创新研究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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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刷卡式 ATM机创新研究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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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刷卡式 ATM机创新研究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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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多功能手机壳的创新研究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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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多功能手机壳的创新研究目录



—47—

图 22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多功能手机壳的创新研究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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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基于 TRIZ理论的多功能手机壳的创新研究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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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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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持厅级教研课题结题封皮



—51—

图 2 主持厅级教研课题结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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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持校级教研课题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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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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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持厅级课题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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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研论文：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研究的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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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教研论文：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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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教研论文：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研究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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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教研论文：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研究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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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教研论文：高等院校竞争优势的评价研究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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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教研论文：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发展与建设浅析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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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教研论文：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发展与建设浅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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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教研论文：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发展与建设浅析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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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教研论文：商科院校金融学硕士专业发展与建设浅析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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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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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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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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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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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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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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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科研论文：金融错配与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波动研究

基于 ARIMA-GARCH 模型的实证检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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