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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各位代表： 

您好！ 

欢迎参加“中国·空间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使会议期间的各项议程

和活动顺利进行，请各位代表注意以下事项： 

（一）报到与注册 

时间：2017 年 10 月 13 日全天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学苑（原文翰宾馆）1 楼大厅 

（二）基本规定  

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本次会议按照勤俭办会、高效务实的原则，

作出如下规定：  

1、会议不安排领导接见、宴请； 

2、会场不摆放鲜花，不铺红毯；  

3、会议论文仅印制纸质摘要集； 

4、会议合影照片不冲印，仅以电子版形式发送；  

5、会议不赠送礼品；  

6、会议不安排参观、考察活动；  

7、会议用餐为自助餐；  

8、会议住宿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  

9、会议原则上不安排接送；  

10、茶歇只提供饮料，不提供水果、点心。  

（三）用餐安排（凭会议代表证用餐） 

1、10 月 13 日：文翰学苑二楼 

2、10 月 14 日 

①早餐（自助餐）：在文翰学苑餐厅用餐 

用餐时间：7:00-8:20  

②午餐（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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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时间：12:00  

用餐地点：文翰学苑二楼餐厅 

③晚餐（自助餐） 

用餐时间：18:00  

用餐地点：文翰学苑二楼餐厅 

3、10 月 15 日 

①早餐（自助餐）：在文翰学苑二楼餐厅用餐 

用餐时间：7:00-8:20  

②午餐（自助餐） 

用餐时间：12:20 

用餐地点：文翰学苑二楼餐厅  

（四）会议通讯录及合影照片 

会议通讯录（电子版）、合影照片我们将在会议结束后以 E-mail 的形式发送

给各位代表。 

（五）注意事项  

1.请准时参加会议和活动，维护会议和活动秩序； 

2.会议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成静音状态。 

（六）相关工作电话 

（1）会务组工作人员： 

杨胜利  手机 13709044758   

石  川  手机 15108318864 

冯  筱  手机 13980488693 

（2）文翰学苑：028-85528888   028-85522252 

 

感谢各位代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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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日程/Schedule 

 

 

日 期 时 间 内容 地点 

10 月 13 日 全天 注册/Register 文翰学苑一层大厅 

18:00 晚餐/Dinner 文翰学苑二楼 

 

 

 

 

10 月 14 日 

8:40—9:00 合影/Photo 行政楼 1 楼门前 

9:00—9:30 开幕式/Opening ceremony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9:30-10:30 主旨演讲/Keynote speech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0:30—10:40 茶歇/Tea Break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0:40—12:00 主旨演讲/Keynote speech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2:00-14:00 午餐（自助）/Lunch 文翰学苑二楼 

14:00-17:00 分会场报告/Panel Discussion 各分会场 

17:00-18:00 参观民族博物馆/Visit 

Nationalities Museum 
民族博物馆 

18:00 晚餐/Dinner 文翰学苑二楼 

 

 

10 月 15 日 

8:30-11:30 大会报告/General Session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1:30—11:40 茶歇/Tea Break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1:40—12:10 小组汇报和闭幕式/Conference 

Closing 

行政楼 311 会议厅 

12:20-14:00 午餐（自助）/Lunch 文翰学苑二楼 

14:00-18:00 自由讨论  

10 月 16 日  返程 文翰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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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议程——主会场议程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11 会议厅 

2017 年 10 月 14 日 

9:00                  开幕式                 主持人：郑长德 

9:00-9:30 

  领导致辞 

丁克毅  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 

梁  琦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 

毛其智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 

                         主旨演讲（一）              主持人：赵  伟 

9:30-10:10 

主旨演讲 

（每人 20 
分钟） 

 

藤田昌久 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荣誉教授、经济产业研究

所（JETRO）前所长 

题  目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ole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唐  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教授 

题  目 千年世界名城建设发展比较初探            

10:10-10:20 茶      歇 

                          主旨演讲（二）               主持人：毛其智 

10:20-12:00 

主旨演讲 

（每人 20 

分钟） 

梁  琦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 

题  目   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发展研究 

赵  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题  目   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日博弈：一个泛距离视野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题  目   大城市地区产业演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林漳希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教授 

题  目   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中的空间经济学 

赵儒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题  目   导入空间要素后的市场原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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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 午餐（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学苑二楼） 

14:00-17:00       分会场报告（见分会场议程，5 个分会场讨论) 

17:00-18:00 参观民族博物馆 

 

 

 

 

2017 年 10 月 15 日 

                        大会专题报告(一)              主持人：梁双陆 

8:30-10:10 

  专题报告 

 

（每人 20分

钟） 

 

郝寿义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 

题  目  国家级新区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董  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题  目  地理国情普查统计分析在空间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梁双陆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教授  

题  目  “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边疆国土开发格局优化 

李  涵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题 目 Highway Access and Local Employment Response in China's Urban 

Hierarchy  

Anthony James Howell 北京大学美籍外国专家    

题  目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现金转移与种族迁移    

10:10-10:20 茶      歇 

                        大会专题报告（二）            主持人：郑长德 

10:20-11:40 

 

专题报告 

 

（每人 

20分钟） 

 

何雄浪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题  目   资源产品二重性、环境污染与经济地理均衡 

Muhammad Kashif Javed 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籍外国专家、博士 

题  目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consumers' ethical perceptions and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s: A perspective on ethical company/br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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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华  北京大学教授 

题  目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空间布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杨明洪  四川大学教授 

题  目   待定 

赵儒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题  目   导入空间要素后的市场原理探讨   

11:40-12:00 

（每小组 

5分钟） 

                   小组汇报               主持人: 梁双陆 

12:00-12:10 

会议总结 

闭幕式 

梁琦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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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议程——分会场议程 
 

分会场（一）：空间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14:00-17:00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11 

                           报告（一）           主持人：贾  男  

14:00-15:2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刘飞 王欣亮： 创新要素、空间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 

刘燕 梁双陆： 寡头竞争、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 

乔彬 陈永康： 区域房价、异质性劳动力与实体经济振兴 

金田林 严汉平 岳利萍： 城市规模分布、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梁巧玲： 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效率 

赵  婷： 空间匹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创新型城市形成—文献综述及研究

框架 

梁双陆 张凤云 张利军： 寡头竞争模型下的要素分布与制造业集聚        

                报告（二）            主持人：何雄浪 

15:20-16:3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周圣钧： 高新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陈露 胡汉辉： 劳动力结构演变如何影响产业区位选择：促进转移还是促进集聚？  

余川江： 区域产业集群的风险扩散机理分析  

乔宇锋： 区域知识经济发展绩效评价及对策建议  

何春 刘荣增： 城市扩张影响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赵素君： 吸收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  

李通屏 张啸 彭博： 城市化的逻辑与动力机制：“城市社会”的视角  

16:30-17:00 

点  评 

梁 琦： 中山大学教授 

乔 彬： 太原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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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带发展 

 

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14:00-17:00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04 

                           报告（一）           主持人：何文举  

14:00-15:2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柳天恩 田学斌： 雄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阎东彬 丁波 范玉凤：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历史变迁及对京津冀城

市群的借鉴  

常玲 曹志伟： 珠江—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王娟娟：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产业合作领域探索 

刘  洁： 城市副中心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邢学勤 董春 张玉 李佳奇：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景观格局的关系研究——以京津

冀为例 

杨思维  苟露峰： 港澳在新时期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中介角色功能研究 

赵素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建设跨国财富管理中心的模式研究    

                报告（二）           主持人：张贵 

15:20-16:3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梁双陆 张梅：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沿线的交通枢纽与城市区位 

李雪松 曹婉吟：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环境污染交互影响研究 

李 锋： 大城市群产业集聚的非均衡增长与收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刘娟 张贵： 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和产业一体化研究 

张贵 温科： 基于社会网络的京津冀空间关联与产业转移关系研究 

何文举： 城市集聚密度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 

张军涛 马宁宁：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工具效用的实证分析 

王文龙：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调整应兼顾效率与公平 

16:30-17:00 

点  评 

梁双陆：云南大学教授 

钟海燕：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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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空间经济学与产业集聚 

 

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14:00-17:00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07 

                           报告（一）           主持人：李  红  

14:00-15:2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田益祥 张华：中国出口贸易空间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黄建康 王璐 吴娜 张丹慧：基于金融集聚视角的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褚淑贞 翁坤玲 陈晓玉：高铁网空间格局下对医药行业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

究 

褚淑贞 刘伯炎 周蔚：医药产业资本与劳动力同步性转移对医药产业集聚效应的影

响 

赵星：我国文化产业价值网络构建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李红 欧晓静：东西部人口流迁、生产率提升与经济收敛——基于粤桂黔滇市域数

据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报告（二）           主持人：赵  兵 

15:20-16:3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蔡琦 刘林 王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创新效率横向测度评价研究 

张建：城市中少数民族特色聚居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兰

州市小西湖回民区的改造与规划设计 

金梅 黎柏宏 刘兆艳：甘肃工业产能过剩研究 

王莹：以高校周边商业社区为载体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调查研究 

黄毅：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张小兰：成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盈利模式研究 

李杰：间性文化记忆：基于国家战略的丝绸之路跨国界线性申遗的核心价值    

16:30-17:00 

点  评 

黄健康： 江南大学商学院 

田益祥：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9 

分会场（四）：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 

 

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14:00-17:00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03 

                           报告（一）           主持人：林芳莹 

14:00-15:2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崔庆波 梁双陆：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

经验证据 

廖桂蓉：中国劳动生产率区域关联与差异的时空分析——基于 GWR 模型的分析 

盛 伟 唐代盛 杨 付：中国人力资本聚集的空间效应：回波还是扩散？ 

吴玉霞 申博：考虑空间效应的中国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梁双陆 张利军：基础设施配置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于斌斌 申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来自中国城市

数据的经验证据  

                             报告（二）            主持人：廖桂蓉 

15:20-16:3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张杨辉：市场化、贸易便利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基于自由资本模型  

熊彬 胡振绅：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异质性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研究  

卜文超：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回归模

型偏微分方法分析  

张英杰 卢中华：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基于

山东省的经验证据  

罗富民：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倪超军 马雪琴：城镇化、社会保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

实证 

16:30-17:00 

点  评 

唐代盛：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申  博：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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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精准扶贫与区域协调发展 

 

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14:00-17:00                     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行政楼 309 

                           报告（一）           主持人：张  英  

14:00-15:2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李文庆：宁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研究 

郭  晶：内蒙古贫困县贫困特征分析 

吕勇斌 金照地 袁子寒：县域金融包容反贫困的空间效应 

周园翔：武陵山片区经济一体化测度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伍艳 谢园园：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增长极的形成 

潘久艳：新经济地理视域下边疆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    

刘 彤：“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城市体系发展 

                              报告（二）           主持人：伍  艳 

15:20-16:30 

报告 

（每人约 10 

分钟） 

 

韦凯华 曾庆芬： 西藏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研究 

王永莉： 青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探析 

阿拉坦格日乐 那仁图亚 恩和：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内蒙古牧区精准扶贫研究 

钟海燕 郑长德： 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绿色包容性发展研究 

Mele Margret Nyeleti（孟瑶）：POVERTY REDUCTION via URBANIZATION 

杨胜利 袁豪杰： 青海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变动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金梅 黎柏宏： 现行低保政策的村落变通执行逻辑——以甘肃A 村为例   

王超：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村寨社会治理路径研究——基于贵州肇兴侗寨的扎

根访谈 

16:30-17:00 

点  评 

李文庆：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庆芬：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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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及举办单位简介 

中国·空间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17 秋季论坛由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民族经济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民族经济专业委员会、

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四川省金融学

会藏区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简介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缩写 RSAC），以下简称

“协会”，是由北京大学支持，经业务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于 1991 年 10 月，由杨开忠教授倡导和组织创立。 

    协会旨在团结组织我国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工作者，以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进

行人口和经济布局、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咨询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撑。 

    协会首任会长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现任会长为北京经济贸易

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杨开忠教授。2014 年 4 月起，协会调整完善会长制，施行理事长

制，首任理事长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郝寿义教授，现任理事长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魏后凯研究员。协会现有会员 1000 余人，设

有 22 个专业委员会，即：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空间分析、

城市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土规划、区域与城市规划、区域旅游、区域创新、海洋经济、

中部发展、西部发展、东北发展、人口与区域发展、区域文化发展、一路一带、长江流域经

济带、生态文明、中国自贸区和民族经济专业委员会。 

    协会与国际区域科学协会（RSAI）、亚洲太平洋区域科学协会（PRSCO）、北美区域科学

协会（NARSC）、欧洲区域科学协会（ERSA）、主要国家的区域科学学术团体，以及国内外相

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企业之间交流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每年度面向学科国

际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举办中国区域科学年会，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首都

发展研究院于 2016 年启动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政策与管理新年论坛。2007 年至 2012 年，

与台湾区域科学学会共同举办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区域科学研讨会，2013 年开始该研讨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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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并于亚洲区域科学年度国际会议。2009 年，与日本应用区域科学协会共同举办中日区域

科学国际研讨会，2010 年，在中日区域科学国际会议基础上建立一年一度的亚洲区域科学国

际研讨会，并已先后在中国北京、日本本九州、中国台湾花莲、韩国首尔、中国哈尔滨举办

了五届亚洲区域科学国际研讨会。2009 年与韩国、泰国、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学会发起成立

亚洲城市与区域研究协会（AAURS），并先后在韩国首尔、中国广西南宁、泰国曼谷等成功举

办亚洲城市与区域国际研讨会。2010 年始每年举办中国区域经济青年学者高级培训班。2010

年始举办全国城市管理学科建设年会。另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会

议、空间经济学国际会议、新经济地理学国际研讨会以及“区域科学/空间经济学国际高级讲

习或研讨班”、全国区域经济学教师高级培训班、中国区域发展论坛。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下设

有空间经济学、民族经济等专业委员会。 

协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秘书长李雯，网站 www.rsac.org.cn，电话 010-62758811。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简介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

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最

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而城市研究又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应对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党中央、

国务院及有关政府部门决策，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政策咨询。为有效整合城市相关

领域的杰出研究专家和团队，建立起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协同创新平台和非正式沟通机制，

加强城镇化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和政策咨询，2014 年 8 月 31 日，吴良镛、徐匡迪、陈宗兴、王伟光、牛文元、汪光焘共同倡

议：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徐匡迪主席的倡议下，中国

城市百人论坛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支持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负责管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提供具体服务。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是一个城市领域的公益性、学术性的多学科交流平台，论坛通过组织

年会、讲座、研讨会、调研和学术交流等形式开展活动，并以论坛的名义向国家决策部门提

交重大政策建议和发表集体研究成果。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组织机构 

论坛名誉主席： 徐匡迪 陈宗兴 

论 坛 主 席 ： 王伟光 白春礼（联合）周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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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召集人：（以年龄为序） 

吴良镛 徐匡迪 汪光焘 陈宗兴 周济 王伟光 白春礼 赵宪庚 蔡昉 丁仲礼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负责） 蔡昉（执行） 高培勇 潘家华 王镭 倪鹏飞（成员） 

中 国 科 学 院：白春礼（负责） 丁仲礼（执行） 张永清（协调） 

中 国 工 程 院：周  济（负责） 赵宪庚（执行） 董庆九（协调） 

论坛成员（以年龄为序）： 

吴良镛 张卓元 邹德慈 钱 易 徐匡迪  陆大道 郑时龄 顾文选 汪光焘 陈宗兴 范维澄 李

善同 周 济 郝吉明 潘云鹤 王伟光 王国平 周其仁 李 强 李 扬 毛其智 江 亿 王 战 

郝寿义 仇保兴 白春礼 赵宪庚 裴长洪 翟振武 晋保平 单霁翔 李晓江 肖金成 李培林 吴

唯佳 郑秉文 杨伟民 辜胜阻 蔡昉 丁仲礼 唐子来 范恒山 潘家华 谢立中 冯长春 崔 愷 

梁琦  周大鸣  李  迅  史培军  王一鸣  高培勇  吴志强  陆化普 樊 杰 李国平 刘 志 倪 

虹 叶裕民 杨开忠 杨保军 王 凯  魏后凯 何德旭 欧阳志云 侯永志 董祚继 倪鹏飞 郑功

成 方创琳 史育龙 张车伟 武廷海 陶 然 贺灿飞 陆 铭 郑思齐 

论坛秘书处： 

秘 书 长：  倪鹏飞（执行） 毛其智（联合） 

成    员：  刘怡君  解慧珍 

工作人员：  李  超  邹琳华  李煜伟  陈 飞 

 

 

西南民族大学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是在周恩来、邓小平、王维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怀下，新中

国最早建立的民族院校之一，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国家民委

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建院校。学校有 56 个民族的在校全日制学生 3 万余人，教职员工近 2

千人，其中专任教师 1500 余人，副高以上职称 700 余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400 余

人。有 50 人先后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8 人先后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1 人先后

为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7 人先后为国家民委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6 人为国家民委领军人

才人选，8 人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11 人为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人选，57

人先后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学校下设 23 个学院，包括文、史、哲、经、管、法、教、理、工、农、医、艺等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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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有本科专业 85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00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7 个，博、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 18 个，博士后流动站 1 个；是全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高校民族

预科教育基地”和“中央部属高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民委双语人才培养基地”；

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有 4 个一级学科省（部）级重点学科、1 个一级

学科（省）部级重点建设学科；13 个专业获批省级以上“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中 4 个

专业入选国家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有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0 个省级本科特色专业、

19 个双学位专业，5 个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1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12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目前，馆藏图书资料 600 余万册（含电子文献），教学

科研实验设备总值 4.7 亿元。 

    学校具有较强科研能力，拥有极富特色的民族博物馆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学文献馆、

彝学文献馆。2000 年以来，承担国家级项目 300 余项，省（部）级项目 1100 余项，发表学术

论文近 18000 篇，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近 1000 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00 余项。特别是在

畜牧兽医理论与技术、民族经济、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

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学校有 2 个“四川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7 个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国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

彝汉双语教材编译审定委员会”挂靠学校；国家部委、中国社科院、四川省、中国生产力学会

先后在学校建立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文化部民族民间

文艺发展中心西南研究中心”、“中国西南民族语言资源库建设基地”、“四川省干部教育培训

高校基地”、“四川省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普及基地”、“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和“中国

生产力科学研究院”。出版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公开发行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学刊》

和内刊《民族学信息》等。学报（文科版）连续多年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被中国社科院评为“民族学与文化学”类权威期刊。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组建于 2003 年底，现有金融学（国家特色专业、四川省特色专

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财政学、保险学、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 7 个本科专业，有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政治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金融硕士和保险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博士学位授权，拥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专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应用经济学是国家民委重点一级学科。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挂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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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教师 70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5 人。教师中，有 1 人入选第二批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计划，1 人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1 人入选国家民委领军

人才计划，1 人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2 人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4 人入

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 人获“全国师德标兵”称号，1 人获四川省教学名师

称号。 

目前，学院有来自全国各地 30 多个民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2500 余人。 

 

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6 年，是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心

自成立以来，充分体现学校“为少数民族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

办学宗旨和“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核心研究领域，

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普通的发展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情结合起

来，从综合、宏观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族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矛盾和热点展开研究，已形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

金融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文化发展等稳定的研究方向。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41 人，19 人有正高职称，14 人有副高职称，85%以上的研究人

员具有博士学位，包括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 人，后备人选 7 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

家 2 人，有 3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有 1 人入选国家民委领军人才计

划，1 人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1 人被聘为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多人被聘

为四川省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1 年以来，中心研究人员作为首席专家和主持人，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1 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7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1 项，中央其他部委和省社科规划项目

16 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14 项，各类委托项目近 30 项；出版学术专著 20 余部，发表学术

论文 100 余篇，向政府部门提交研究报告近 20 份，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多份报

告得到中央领导人、国家民委和四川省政府领导人的批示。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

励 30 多项，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藏区经济、彝族地区经济及羌族地区经济等的研究

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中心的年度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紧密围绕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或重大问题开展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分主题每年出版一期，

已出版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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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组委会 

 

 

会议组委会成员： 

梁  琦  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主任委员 

郑长德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民族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梁双陆  云南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牟  辉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杨胜利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民族经济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涂裕春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曹正忠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办公室主任 

何雄浪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 

单德朋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石  川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会务组成员： 

郑长德  牟  辉  杨胜利  涂裕春  石  川 及研究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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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旨演讲学者简介（部分） 

 

 

藤田昌久 

藤田昌久（Fujita Masahisa），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新

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的开拓者之一。

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日

本贸工省经济产业研究所（JETRO）前所长。代表性著作有：

《城市经济理论——土地利用和城市规模》、《集聚经济学》

（与蒂斯合著）、《空间经济学》（与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合著。 

 

唐  杰 

 

唐杰，四川省德阳市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

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

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会成员。曾任深圳市副

市长，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 

 

梁  琦 

 

梁琦，经济学博士（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中山

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曾在英国EXETER大学。现任中

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

事长，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

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中山大学产业组织与管理（产业经

济）博士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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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伟 

 

 

赵伟，男，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

江大学 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委政研室、浙江

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浙江省发展改革规划院专家委

员会等政府“智库”专家。 

王桂新 

   王桂新，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系，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并留校受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

究所。1990-1995年间赴日本大学、日本女子大学留学、研究。

先后获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2000 年 9 月由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转任现职（复旦大学作为“中青年杰出人才”引进）。先

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

广岛大学兼职教授（或研究员）和客座教授。 

 

 

 

林漳希 

 

林漳希，清华大学计算机工程硕士（1982），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经济学硕士（1996）与信息系统博士（1999）；IEEE、INFORMS、

AIS 等学会成员。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  (Texas Tech 

University) 高级分析与商务智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

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网络数据挖掘与精确营销，

中国 IT发展战略与机会研究；发表各种学术论文 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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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儒煜 

赵儒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客座教

授，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著有：《日本经济纵横论》、《国

际经济理论问题探索》、《后工业社会反论》、《中日产业发展比

较》，等。 

 

 

 

 

郝寿义 

 

 

 

 

 

 

董  春 

 

 

 

 

 

 

郝寿义，南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城市与区域经济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

中心秘书长；国家建设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

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曾任天津市建委副主任、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常务副局长，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 

 

 

 

 

董春，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空间统计学、区域经济

学、空间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究，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

普查统计分析技术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项、其它国家项目8项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2部，在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等期刊公开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

奖2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获国家专利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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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双陆 

梁双陆，博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员，中国

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

为：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人民币区域化、产业聚集与空

间经济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及云南省省级及以上课题40余项。著有《中国西部经济周期

研究》、《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

经济发展》等专著。 

 

 

 

李  涵 

 

李涵，美国休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

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应用微观

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李涵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顶级

期刊刊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评估中国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以及关于中国住房市场的若干热点问题。 

 

 

 

Anthony Howell 

 

 

Anthony Howell (PhD, UCLA)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was previously a Fulbright scholar at 

the Lincoln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in Beijing, an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ellow at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in Washington DC. 

Anthony received graduate training in both Statistics (M.S., UCLA) and 

Geography/GIS (M.S., MSU) and is experienced in policy impact 

analysis, forecasting, cost-benefit analyses, GIS, and big data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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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雄浪 

 

何雄浪，经济学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空间经济。在《经济学（季刊）》

等报刊杂志上共发表论文 140余篇，第一作者或独著出版

专著 3部。 

 

 

 

Muhammad  

Kashif  Javed 

 

 

Muhammad  Kashif  Javed，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Chengdu,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Economy, Business Ethics, Consumer 

Behaviors 

Education Background: Ph.D.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June 2015 ；

MBA in Marketing (NUML Islamabad Pakistan) December 

2010；Bachelor in Commerce (Islamia University Bahawalpur 

Pakistan) July 2008. 

 

 

张庆华 

 

 

张庆华，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博

士生导师。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担任世界银行的

短期顾问，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的经济系访问

讲师。在国内外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

多次被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参加并做重要报告。研究领域集

中于城市经济学，搜索与匹配，公共财政，以及应用计量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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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洪 

杨明洪，经济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

发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

会副主任。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等项目 20 余项。在《民族研究》、《中国工业经

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独立或者第一作者出

版了学术专著 13 部。完成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四川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 1项、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三

等奖 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