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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24年5月10日10:00-21:00

报到地点：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208号铂尔曼酒店一楼大厅

二、会场纪律

1、请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按席就座；

2、开会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为静音状态；

3、会议期间凭代表证出入所有场所,并在参加各项活动时佩带。

四、会务联络

钱肖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821759172

陈    刚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18027824405

曹    蕾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院长   13770384068

任启龙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18262712588

会务组房号：605 606 

三、用餐安排

10日晚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餐票）；

11日早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房卡）；

11日午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餐票）；

11日晚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餐票）；

12日早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房卡）；

12日午餐：酒店一楼自助餐厅自助用餐（餐票）。

早餐时间：7:00-8:00

午餐时间：11:40-12:30

晚餐时间：18:00-19:00

会议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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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菁英会（以下简称菁英会）是中国国土经济

学会倾力打造的国内区域战略研究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菁英会召集人由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宇研究员担任，会员团队由来自国内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区域战略研究领域的中青年优秀学者组成。菁英会会员在区域

发展理论研究和区域战略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具备较高的学术研究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为全面、深入、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依托菁英会创办“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

学术年会”品牌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科技

战略等跨学科、跨领域的青年智力资源，服务国家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24会议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淮阴师范学院主办，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

战略菁英会、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共淮安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共同承办，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

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协办。

会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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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毛广雄  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主持人：杨  宇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专委会副主任、菁英会召集人、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樊    杰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题    目：“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问题

肖金成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原所长、研究员

题    目： 



分论坛5：科技创新地理与城市创新网络（下半场）

分论坛10：文旅传承、旅游开发与创新发展

分论坛11：区域人口发展与空间规划

分论坛13：能源转型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分论坛14：绿色发展与双碳战略

分论坛15：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分论坛16：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治理（8:30-10:30）

分论坛18：长三角一体化与跨界发展

分论坛19：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

分论坛20：流域治理与生态经济转型发展（10:30-11:30）

会议五厅

会议一厅

会议二厅

会议四厅

会议六厅

会议三厅

会议七厅

会议八厅

会议九厅

会议七厅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8:30-11:30

11:40-12:00

专题论坛（二）5月12日8:30-11:30 铂尔曼酒店二楼

分论坛3：乡村振兴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分论坛4：城市治理与区域安全发展

分论坛5：科技创新地理与城市创新网络（上半场）

分论坛6：区域创新转化与高质量发展

分论坛7：产业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13:30-15:30）

分论坛8：区域政策与产业发展韧性（13:30-15:30）

分论坛9：区域韧性与新产业发展路径

分论坛12：人才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15:30-17:00）

分论坛17：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15:30-17:00）

会议三厅

会议四厅

会议五厅

会议六厅

会议七厅

会议九厅

会议八厅

会议七厅

会议九厅

主持人：王光辉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专委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

宣读优秀会议论文名单

曹     蕾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会议总结

杨    宇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专委会副主任、菁英会召集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致答谢辞

刘传明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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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圆桌论坛  5月12日9:00-11:00  淮阴师范学院地科院会议室

闭幕式  5月12日11:40-12:00  铂尔曼酒店三楼   宴会厅



大会主旨报告嘉宾介绍（按报告顺序）

樊  杰，研究员、博士，中国地理学会会士。1982年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

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学习和工作。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国家“十一五”~“十四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人文地理学、

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曾在德国、奥地利等国从

事合作研究和讲学，主持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等，创建地域功能理论和“双评价”方法，在Nature Ener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320余篇，支撑了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形成和国土空间布局基础评价

制度的建立。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城市规划领军人物奖、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座谈会上发言。

肖金成，经济学博士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

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曾

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先后主持了“中国

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研究”“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长江经济带城镇化

与空间布局研究”等数十项重大研究课题，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多项。出版《中

国区域发展：理论、战略与布局》等学术著作。获得“中国十大国土经济人物”

“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贺灿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北京市第13届政协委员，国家

教材委员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地理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

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

长，英国区域研究学会（RSA）中国分会理事长，RSA研究委员会成员， IGU

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执委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和子课题、国土资源部行业公益性课题、世

界银行委托项目等。任《地理研究》《世界地理研究》、Economic Geography, 

Applied Geography等知名期刊的副主编、编委等。在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学

术论文300余篇，出版《高级经济地理学》等18部著作。连续多年入选Elsevier 

发布中国高被引学者（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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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于永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清华大学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清华大学资源能源与可持续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理论

与实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研究。中国政府创新优势集聚、经济社会发

展优势集聚、企业发展优势集聚理论创始人。主要著述有：《集聚优势》《国

际组织学》《国际经济摩擦论》等。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杨开忠，经济学博士，中国区域科学主要开创者，新空间经济学首倡者，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

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生态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研究，曾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

项目，发表学术论著400多篇（部），曾获多项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是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创始人、中国区域经济五十人论坛共同发起人、亚洲区域科学会议

中方创始人，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中国经济学奖百人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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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雨飞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毛丰付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魏    婕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郭    靖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魏    婕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复杂知识禀赋、技术选择和创新政策绩效的空间异质性

王雨飞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高速交通叠合网络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李    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袁   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国家试点科技政策推动中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了吗？

                     ——基于竞争政策协同的视角

张    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题    目：国家大学科技园设置如何影响创新

              ——来自企业专利的经验证据

高雨晨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与中国城市规模空间分布的扁平化趋势

胡骁宇  （澳门科技大学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中国人才网络舆情关注态势的时空演化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微博舆情数据

程歆玥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基于节点-区域-流动模型的两网融合发展评价与规划应对

褚钰萌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长三角城市群三生功能分异性研究

5月11日

13:30-17:00

二楼

会议一厅

分论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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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李伯华 衡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 教授

点评人：文    琦 宁夏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吴    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李广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李传武 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规划学院 教授

文    琦  （宁夏大学建筑学院）

题    目：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机制、

              模式与路径

刘国斌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题    目：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时空演变及对策建议

王    洋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题     目：旅居人口季节性迁入背景下的景洪市住房空置格局与特征

王    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基于“站城”视角的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以苏州市

               为例

贾    卓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题     目：兰州－西宁城市群城乡空间融合及其溢出效应分析

樊敏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题     目：政府多维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郝智娟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共同富裕视角下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

               素研究

万媛媛   （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

题     目：碳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模拟预测：以中国三江源地区为例

庞彩艳   （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以“生态券”测算为例

梅    凯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新型城镇化是否有助于缓解人口流失？

               —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

5月11日

13:30-17:00

二楼

会议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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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2：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1日

13:30-17:00

主持人：吴    清 肇庆学院发展规划部 副教授

点评人：吴映梅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教授

               高金龙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副研究员

戈大专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中国乡村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

廖继武   （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题    目：乡村旅游导向下黎族村寨文化振兴路径研究

                —以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草南村为例

冯嘉晓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题    目：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

袁紫怡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人口收缩背景下区域吸引力测度及其优化路径

               —以江苏省乡镇尺度为例

朱欣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农村宅基地多功能转型：基于农户决策的差异化探析

二楼

会议三厅
主持人：戈大专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孙建伟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副教授

              陈国磊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副教授

李星玲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题    目：云南省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及演变态势

邵   娜   （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

李   露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题    目：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影响机制、实证检

              验及对策建议

白雨柔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论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与中国乡村现代化

安丰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题    目：新内生视角下江苏省典型乡村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以连云港西棘荡村为例

陈晓剑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题    目：基于“点—轴”理论的岩溶山区农村居民点发展活力评价

              及布局优化—撒拉溪镇为例

09

分论坛3：乡村振兴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1日

13:30-17:00

二楼

会议四厅

主持人：安    宁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胡志丁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李灿松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教授

              彭   飞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教授

胡志丁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从国别地理到国别地缘环境研究

汪   坤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题    目：从国家企业家主义到国家主导的生态文明：中国废物之城

              的"赛博格"城市化及环境治理演变

施益军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题    目：关联演化视角下区域网络结构韧性评估与提升对策

彭   飞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题    目：国别海洋地缘风险评估框架刍议——以菲律宾为例

刘冯源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城市发展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以平潭为例

葛旭瑞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题    目：细胞视角下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协调发展机制解析

姚嘉亮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基础设施的地方想象与社会经济效应——以中老铁路中国

               段为例

陈博睿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田园综合

               体的政治生态机制及其效益

赵宇豪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基于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生态安全优化研究

刘    跃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题    目：建成环境对城市治理问题的影响：基于疫情前后比较的视角

安    宁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系统文献综述视角下的城市地缘政治研究脉络

10

分论坛4：城市治理与区域安全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1日

13:30-17:00

主持人：钟    韵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段德忠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副教授

点评人：刘承良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教授

               范    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钟    韵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中国高技术产业供应链空间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

方远平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区域创新高地的识别创新网络特征及布局优化

伍杨屹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题    目：城市舒适性与人才生活空间选择

吴康敏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题    目：独角兽企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叶    琴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格局演化：技术相关性的作用

林    晓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

题    目：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与创新的耦合关系及影响机制

杨    凡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题    目：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科技创新驱动力及协同发展评价

段德忠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题    目：中国科研人才流动：路径、模式与机制

刘承良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题    目：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演化：以印度为例

二楼

会议五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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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5：科技创新地理与城市创新网络（上半场）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覃雄合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郭   琪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范    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方远平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范    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城市群协同创新带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研究

郭    琪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异地投资网络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升级

覃雄合  （合肥工业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题    目：福与祸：空间外部性、知识复杂性与区域创新效率？

薛帅君  （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知识生产网络的本土化与全球化进程：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张    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外部性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

焦弘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Th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How does Green Innovation  

               Network affect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聂晶鑫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

题    目：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网络特征与模式研究

朱喆琳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题    目：“司法地方保护”现象在商标权领域存在吗？基于裁判文

              书的实证分析

吕一凡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网络多尺度视角下中国城际风险投资的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高    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五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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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5：科技创新地理与城市创新网络（下半场）



主持人：许    可 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王光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李黎明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许国腾 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教授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祝境巍   （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题    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演化规律分析-以能源产业为例

王    傲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数字政府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突破式创新

                      的视角

李    琪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少年“志”则国“智”：高校内迁与杰出人才的涌现

李晓婷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中国的创新创业是否存在地理距离悖论？

恩卡尔·杰恩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题    目：电商平台与知识溢出——一个新质生产力自增强效应的经

                验证据

刘开迪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

题    目：绿色金融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研究

朱常海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题     目：中国高新区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

魏彬钰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数字化转型对跨区域合作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

王瑞霖（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时空格局与区位因素

5月11日

13:30-17:00

二楼

会议六厅

高   杰  （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

题   目：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创新创业的国内研究热点与政策主题互

              动关系及政策区域热力分析

分论坛6：区域创新转化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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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7：产业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1日

13:30-15:30

二楼

会议七厅

主持人：朱晟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

点评人：曹    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朱晟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题     目：面对面交流与校企合作

杨    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太阳能技术全球化转移与国家影响力

曹    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当演化经济地理遇上时空行为地理：超大城市产业动态对

               城市通勤格局的影响

符天蓝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内需驱动下中国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生产网络的构建模式

               与机制

钱肖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外资企业境（中林   京 业题   

题 

                君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曹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

点评人：李    博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张永恒 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  副教授

曹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题    目：大数据促进了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吗？——基于“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张永恒   （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产业联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马仁锋   （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

题    目：我国“蓝色粮仓”发展成效与路径优化

姜海宁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题    目：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演化及其障碍度分析

李    博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空间邻近是否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来自中国281

               个地级市证据

范雨晴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中国省级

               面板数据的研究

分论坛8：区域政策与产业发展韧性

5月11日

13:30-15:30

二楼

会议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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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戴俊骋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教授

点评人：李开潮  贵州财经大学/贺州学院 副教授

              陈芳娌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讲师

李开潮  （贵州财经大学/贺州学院）

题    目：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唐君仪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题    目：视听美学在微短剧中的应用：对文化旅游推广的影响分析

陈芳娌  （广州新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题    目：面向数字文化产业的文化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研究

谢   帆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题    目：大运河研究的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

陈   琪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题    目：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分析和发展研究

吴苗苗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题    目：虚拟数字人对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

陈  萱（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题  目：成都市数字赋能新型文化空间发展

皮福玲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题    目：国际文化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刘方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题    目：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创意阶层地方依恋影响因素研究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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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0：文旅传承、旅游开发与创新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刘    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

点评人：汤爽爽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林李月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戚   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朱文浩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老家耕地撂荒情况及影响因素

魏湖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中国城市外围城中村的兴起：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位置与

              功能识别

冯可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题    目：199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人口收缩演变的影响因素与政

              策响应

唐昕瑞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题    目：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增减分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思嘉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研究

朱虎啸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培育型都市圈空间范围识别与规划引导策略

张丹丹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福建省就地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王雨清扬（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题    目：人口吸引力视角下的中国城市腹地格局

王宁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题    目：向心化还是离心化？2000—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梯度变

              化分析

肖婉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题    目：劳动力外出对农户村庄改造意愿的影响

王怡然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题    目：迁出地视角的中国跨地市流出影响因素

耿一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Do shrinking cities under-perform on the TFP? 

              Compared to the growing cities

余    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驱动机制研究

唐    乐  （淮阴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题    目：人口收缩背景下城市更新的空间供需统筹现状与前景辨析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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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1：区域人口发展与空间规划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贾建锋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点评人：唐贵瑶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和苏超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教授

              陈书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副教授

和苏超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题    目：领导依恋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邱迅杰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题    目：领导力涌现对自身工作绩效的双刃剑作用机制研究

马秋莹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人才管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方佳星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题    目：月满则亏？探究工作旺盛感的阴暗面：心理契约失衡的视角

罗显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题    目：人才引进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5月11日

15:30-17:00

二楼

会议七厅

19

分论坛12：人才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王长健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点评人：姜    璐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副教授

               鹿晨昱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韩梦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低碳全球化下清洁能源转型的地理演化机制及跨境联动响应

杨德伟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面向未来的能源转型与区域发展战略

柏云声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题    目：城市尺度产业共生对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降低效益建模与优化

党    牛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中国能源系统供给端与消费端协调转型研究

纪翌佳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Does trade-driven employment transfer exacerbate 

              global environmental-economic inequalities?

李晓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Assessing global coupl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energy 

              transition and geopolitics

主持人：杨德伟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

点评人：韩梦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教授

王长建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题    目：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过程与效应

姜    璐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题     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家庭能源消费研究进展——基于空间正义视角

鹿晨昱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甘肃省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化与驱动因素研究

王雪婷  （北京工商大学电商与物流学院）
题    目：How does digital technology encourage carbon 

              unlock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al city

薛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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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王少剑 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教授

               仇方道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教授

点评人：刘合林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贺三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王少剑  （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题    目：全球服务业碳减排的路径与机制分析

刘合林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长江经济带省级行政单元碳达峰的多情景预测

黄    蕊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中东欧国家碳排放水平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梅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题    目：城市网络能够促进碳减排？——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

赖波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数字普惠金融、财政支农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李程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题    目：绿色金融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与绿色创新机制研究

贺三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

李建豹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多尺度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研究

宋丽美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题    目：基于LEAP情景模拟的县域工业园区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曾灿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土地使用布局多情景推演和碳排放预测研究

丁建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演变与转型特征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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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4：绿色发展与双碳战略



分论坛15：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三厅

主持人：李   兵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副教授

              魏宗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才国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教授

              郭冬梅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谢超平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韩天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题    目：外部冲击与国内贸易流量：国内市场大循环的稳定器作用

司   璐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流动：基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

宋嘉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数字消费对城市异地投资网络的影响——来自国家信息消

              费试点的经验证据

黄伟超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题    目：数字化转型下线上－线下零售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以广州主

               城区为例

兰志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题     目：“人货场”要素重构下的城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空间分布优化策

               略探究——以广州市主城区为例

王焱熙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数据要素视角下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

陈思含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题    目：本地偏好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来自中国交通事故裁判文

               书的证据

蔡晨晨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题    目：Regional Governanc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Agricultural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quality and safety 

               demonstration zone program

孙瑞麒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题    目：时间成本与中国企业的子公司投资决策

李瑞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多维效应研究

苏俊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题    目：竞争性市场环境与中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以三线建设为准

               自然实验的研究

冷硕峰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数字经济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22



分论坛16：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治理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5月12日

8:30-10:30

二楼

会议七厅

主持人：郝    宇 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 教授

点评人：张海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王    瑞《经济与管理评论》编辑部 编辑

张海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关注流大数据揭示城市之间的可持续关系

王惠永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跨区域投资网络的影响研究

周脚根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流域小水体质量与生物多样性智能监测：从数据到模型

汤芸淇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题    目：Evaluating Objective and Perceived Ecosystem Service in

                Urban Context: Indirect Method Based on Housing Market

赵    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人工智能、空间溢出与城市社会风险

田沛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题    目：Assessing the joint effects of urban amenities on housing 

                price regarding 15 minute city: an Gradient Boosted Decision 

               Tre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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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丁如曦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副教授

点评人：周    沂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张安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副教授

罗庆凤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题    目：网络嵌入、节点位势与中国城市间的协同创新绩效

陈圆月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跨区域扩张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国多工厂企业的经验证据

郭    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张    璐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国家战略导向下地方政府合作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来自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证据

邹来亮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题    目：数字金融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影响

分论坛17：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

5月11日

15:30-17:00

二楼

会议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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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分论坛18：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跨界发展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八厅

主持人：罗小龙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李    褘 河海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马仁锋 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 教授

               伍杨屹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副研究员

伍杨屹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题    目：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唐    蜜   （南京邮电大学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

题    目：国家主导下跨界地区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

顾宗倪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养老设施的演化规律及空间异质性研究

周畅畅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试验性治理框架下领导小组机制的运行逻辑

应婉云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题    目：西方“城市－区域”研究进展及其中国落位：评述与展望

卢中辉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邹钰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王诗逸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How does the Intercity Cooperation affect Urba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ina

杨    凯  （南京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题    目：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乡镇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格局与驱动

              机理研究

赵雨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题    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高铁对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的影响

江凯乐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题    目：制造业供应链网络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以长江三角洲地

              区为例

曲云婷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南京都市圈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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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主持人：余渭恒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 秘书长

点评人：刘成昆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教授

              叶玉瑶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叶玉瑶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题    目：新基建：数字化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新命题

许吉黎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题    目：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

陈    刚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题    目：多维网络嵌入对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五大城

              市群为例

杨紫薇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题    目：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测度及时

              空特征分析

刘成昆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琴澳协同创新发展分析

余渭恒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
题    目：数字经济赋能琴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演化机理及政策协同

刘奇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广东省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及其价值链嵌入研究

毛凌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题    目：广东省开放型人地系统的链接路径与全球模式

谢蕊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题    目：基于机器学习的城市空间活力分布差异探究——以广州市为例

分论坛19：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

5月12日

8:30-11:30

二楼

会议九厅

26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分论坛20：流域治理与生态经济转型发展

5月12日

10:00-11:30

二楼

会议七厅

主持人：刘    晶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张余庆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副教授

               李   彩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副教授

刘    晶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题    目：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时空权衡与协同

邓海军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题    目：闽江流域实际蒸散发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

张余庆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基于CMIP6降尺度资料的我国旱涝急转事件时空演变特征

李    彩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喀斯特河流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输移途径研究

马晓蕾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黄河流域下游农业蓝、绿水足迹稀缺指数 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

王月香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城市景观格局长期演变对热环境的影响研究

刘太正  （山东科技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题    目：气候变化主导的我国未来复合干旱和热浪事件的土地暴露度显

               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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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简介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原名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2006年

经民政部批准更名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杜润生、

王先进、张怀西、柳忠勤，现任理事长肖金成。理事会由百余名来自相关国家

部委业务部门负责人，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学者，部分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和相关企业界、新闻界代表组成。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工作寄予厚望，从不同角度给予了

大力支持。李鹏、李岚清、邹家华、周光召、许嘉璐、王丙乾、赵南起等分别

为本会工作题词、致信或亲自参加本会活动。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集学术研究、咨询论证、科学普及、编辑出版、人才培

训于一体。秘书处设有办公室、学术部、编辑部、培训部、科普部、外联部、

活动部等业务部门，同时设有区域战略、环境与发展、小城镇发展、房地产资

源与开发、海岛开发、石灰岩、南方国土、土地复垦以及沙产业专业委员会。

主办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彩色月刊《今日国土》杂志。

        2005年，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被中国科协授予“科技服务先进单位”；20

14年底被中国科协选定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首批3家试点学会之一，2016年被

评为创新驱动示范学会；2021年获得中国科协办公厅表彰；2022年被中国科

协表彰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持续、高效、优质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竭诚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与学会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国土资源的永续利用，推动国土经济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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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范学院简介

        精神和“崇德、励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用周恩来精神办学育人，

办学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

        学校目前拥有长江路、交通路两个校区，占地近2000亩，校舍面积63万

平方米。设有20个二级学院，专业设置涵盖9个学科门类，现有全日制在校普

高生2万余人，2021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在校硕

士研究生近100人。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9个，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0个，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11个，

省高等学校重点专业（类）9个；15个专业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淮阴师范

学院坐落于风景旖旎、人文荟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周恩来总理故乡江苏省

淮安市，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江苏省属高等学府。在60余年高等教

育办学历程中，淮阴师范学院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为地方基础教育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苏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学校

秉承“坚守朴实、追求崇高”的淮师级认证。建有省重点产业学院1个，工信

部专精特新产业学院1个，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专业2个，省卓越

教师培养计划2.0项目2个；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50项；获

批国家级一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等15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精品课程等

68门，立项省级以上教育教改课题项目68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73项，获批省级以上立项建设教材等63部。

        学校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优秀人才辈出，周本淳、于北山、萧兵、程中原、

闵抗生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生活。现有专任教师近1300人，其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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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高级职称近20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近600人。教师中有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1人，全国优秀教师2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人，省教学名师3人，

省“333工程”“青蓝工程”“紫金文化英才”“自科优青”等省级人才100

余人，博（硕）士生导师100余人；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省高校哲社优

秀创新团队等省级及以上团队近20个。

        学校建有国家级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高校重点研究

基地、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29个，拥有省“十四五”重点建设学科7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个，院士工作站1个。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103项，省部级项目492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6项。学校积

极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全方位合作，近五年承担横向与“四技”服务

课题2100余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先后

报道了我校服务地方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新的发展时期，淮阴师范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以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朝着区域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目标阔

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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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简介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简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区域战略菁英会2024年学术年会

项目1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1项，中国科学院STS项目1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项，江苏省社科、自科基金9项，省“双创计

划”科技副总项目13项，市厅级科研项目300余项；在中外文专业期刊发表高

质量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国家授权发明（实用新型）专

利100余项，相关成果获国家、省、市级奖励100余项。

         作为主要支撑单位，学院参与省部共建区域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同创新

中心建设。作为依托单位，学院建有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江淮生态经

济研究基地、江苏省塘库智能监测与水环境生态管控工程研究中心、江苏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的研究基地淮河生态经济带研究院、淮安市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淮安市地理信息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淮安市全域旅游发展智库、淮阴

师范学院国土与城乡规划研究院等多个省级、市级和校地共建研究机构。长三

角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挂设我院。

         学院构建了“教、学、练、赛”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有地理科学

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分中心、江苏省地理科学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一批实习实训实践基地，教科研仪器设备值1000余万元，

实验用房面积2500余平米。近年来，承担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14项，

《人文地理学》课程入选全国大学素质教育优秀通选课，4门课程入选江苏省

一流本科课程，多位教师荣获省级以上教学大赛一、二等奖，学生获省级以上

重要学科竞赛一、二等奖项100余人次，近五年，有160余名学生考取中国科

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硕

士研究生，近300人考取事业单位编制，20余人被录取为外交部、省委组织部

选调生、公务员等。相关立德树人工作多次被央视新闻、人民网、新华网、

《人民日报》主流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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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一、淮安涟水机场路线

淮安涟水机场—铂尔曼酒店

线路1: 乘坐公交733路（19.3公里，8站，约45分钟）

            至香江路站下，然后打车（6.3公里，约15元，

            约18分钟）到铂尔曼酒店。

线路2: 搭乘出租车全程26公里，约耗时35分钟，费用约75元。

二、淮安东站路线

三、酒店到淮阴师范学院路线 四、酒店会场布局

淮安东站路线—铂尔曼酒店

线路1: 淮安东站乘公交快5路经17站，在一附小

            南校区站（健康路）下车，转乘公交86路，

            在富康城西门下车即到（共约70分钟）。

线路2：搭乘出租车全程27公里，约耗时32分钟，

费用60-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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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淮阴师范学院

承办单位：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菁英会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中共淮安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协办单位：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区域战略专业委员会

                  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