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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简介

1.1. 会议主题

发展地理学与农业强国

主要议题

(1) 农业可持续发展

(2)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

(3) 城乡融合发展

(4) 农业生产优化布局

(5) 农业低碳发展

(6) 农村改革发展

(7) 乡村治理体系

(8) 农业减污降碳

(9) 农业“双减”政策

(10) 农业资源综合利用

(11) 绿色种养循环

1.2. 学术指导委员会

(1)主席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

(2)委员(按姓氏拼音)

曹建民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陈 彬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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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成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明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陈诗一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

程宝栋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草经贸研究院院长、教授

崔岩山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戴尔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拉萨高原生态

综合试验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樊 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

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分会主任、法国地理学会荣誉会员、中

国地理学会会士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

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郭丕斌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胡守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江 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柯新利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 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 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家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盛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士

刘 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任建兰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

孙东琪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孙兆军 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研究员

王开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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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兆华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王玉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魏 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杨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

健康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杨庆媛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杨振山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於世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国友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张 洪 云南财经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张力小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宁 山东大学蓝绿发展研究院院长、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

张文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

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副主任

钟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

秘书长

战金艳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赵敏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

1.3 组织委员会

(1) 主席

邓祥征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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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何书金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赵建强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张学儒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2) 委员(排序不分先后)

董晓峰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地

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李兆华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小鹏 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地理学会

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教授、中国地理学

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占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发

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成新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地理学会

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郑新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地理

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丁疆辉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郭中领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 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

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3) 会务秘书

李志慧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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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合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魏 慧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1.4. 会议组织单位

(1)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

(2) 承办单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3) 协办单位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地理学会

河北省土地学会

1.5 时间与地点

(1) 会议时间

2023年 5月 19日全天(10:00-22:00)：参会报到(线下注册交费)

5月 19日下午 15:00-17:30：主题报告、院长(主任)论坛

2023年 5月 20日：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

2023年 5月 21日：离会或会后学术实习

(2) 报到地点

石家庄雅乐轩酒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景悦街 6号)

(3) 会议地点

河北经贸大学国际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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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总览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10:00 -- 22:00 参会报到
雅乐轩酒店

一层大厅

5月 19日

15:00 -- 15:40 主旨报告
雅乐轩酒店

6楼策略 1号会议室15:40 -- 17:30 院长/主任

论坛

17:30 -- 20:00 自助晚餐 雅乐轩酒店

08:10 乘车 雅乐轩酒店门口

5月 20日

09:00 -- 09:20 开幕式

河北经贸大学

国际学术报告厅

09:20 -- 09:30 新书发布仪式

09:30 -- 09:45 合影留念

09:45 -- 11:00 大会主旨报告

11:00 -- 11:10 茶歇

11:10 -- 12:00 大会主旨报告

12:00 乘车
河北经贸大学

国际学术报告厅门口

12:30 -- 14:00 自助午餐
水晶宫自助餐（天河方圆荟购

物中心）

14:00 乘车 雅乐轩酒店门口

14:30 -- 17:30 分会场报告
河北经贸大学

第三教学楼

17:40 -- 18:00 闭幕式
河北经贸大学

国际学术报告厅

18:00 乘车
河北经贸大学

国际学术报告厅门口

18:00 -- 20:00 自助晚餐 雅乐轩酒店

5月 21日 08:00 -- 18:00 学术考察及

党建活动

线路 1：西柏坡-正定

线路 2：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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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旨报告及院长(主任)论坛

时 间：2023年 5月 19日 15:00 -- 17:30

地 点：雅乐轩酒店 6楼策略 1号会议室

时间 议程 主持人

15:00 -- 15:10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赵建强

致欢迎辞

丁疆辉

15:10 -- 15:40
主旨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部部长、教授 宋长青

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

15:40 -- 16:40

院长/主任论坛 主持人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师范

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王成新

师范高校新培养方案中发展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

郭丕斌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占岐

新时代发展地理学创新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董晓峰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 俞乐

发展地理学与全球土地系统研究的思考和探索
郑新奇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吴锋

发展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李兆华

16:40 -- 17:20 交流与讨论
邓祥征

陈建成
17:20 – 17:30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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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闭幕式及主旨报告议程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09:00 -- 12:00；14:30 -- 18:0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国际学术报告厅

时间 议程 主持人

09:00 -- 09:20
开幕式

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和嘉宾

赵建强
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 刘兵教授致辞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王岱致辞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邓祥征研究员致辞

09:20 -- 09:30
新书发布

仪式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主任 李娟

出版单位代表致辞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邓祥征研究员

《发展地理学导论》新书介绍

李娟主任、邓祥征研究员

《发展地理学导论》发布仪式

王 岱

09:30 -- 09:45 合影留念

09:45 – 12:00 主旨报告

09:45 -- 10:10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彦俊

华北平原农业节水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路径研究

王成新10:10 -- 10:35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丁疆辉

电子商务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地理学视角

10:35 -- 11:0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家明

乡村旅游景区化与微度假发展之道

11:00 -- 11:10 茶歇

11:10 -- 11:3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匡文慧

区域土地系统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人居环境地理图景
陈建成

11:35 -- 12:00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秘书长 陈光教授

科技资源配置与发展地理学

12:30 -- 14:00 自助午餐

14:30 -- 17:30 分会场报告

17:30 -- 17:40 会歇

17:40 -- 18:00
闭幕式

中国地理学会发展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 邓祥征

大会总结

张学儒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赵建强

致答谢词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王岱

宣读 2023年发展地理学学术年会优秀报告获奖名单及颁奖
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 钟洪麟

2024年发展地理学学术年会承办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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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会场安排

5.1. 分会场总览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区

序号 分会场主题 主持人 评议人 会议室 技术支持
(联系方式)

1
农业土地利用系

统温室气体排放

及优化布局

张 帆

副研究员

史文娇 研究员

赵 哲 副教授
三教 A209 苏子依 16631416864

王亚雪 18238306853

2
农业土地利用系

统要素监测与模

拟

宋 伟

副研究员

王国峰 副教授

白羽萍 副教授
三教 A210 韩碧琳 18790618887

陈芙蓉 13198505112

3 乡村振兴与高质

量发展

李志慧

副研究员

陈建成 教授

吴 锋 研究员
三教 A211 郭金龙 15530785258

姜鸿福 13131435134

4 生态系统服务与

生态韧性

孙天合

副研究员

李兆华 教授

俞 乐 副教授
三教 A212 刘 奇 13313150052

焦鑫然 18233686830

5 区域城镇化与城

乡融合发展

姚小薇

副教授

乔家君 教授

程 钰 教授
三教 A213 聂 楠 18832409361

李 妍 19913094705

6 乡村振兴与农村

发展

陈 春

教 授

董晓峰 教授

揣小伟 教授
三教 A214 王灿宇 17736058379

韩子腾 18603225379

7 减污降碳与可持

续发展

郭中领

教 授

钟洪麟 教授

曾丽君 教授
三教 A215 葛文聪 15137336687

郑一躅 13458822448

8 资源高效利用评

价与模拟

侯现慧

副教授

王占岐 教授

郭丕斌 教授
三教 A216 李嘉慧 15630811027

张丙堃 19933111307

9 乡村治理体系多

维分析

刘 凯

副教授

刘小鹏 教授

卢鹤立 教授
三教 A217 崔伟爽 17803315650

赵 敏 1773605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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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会场日程安排

(1) 分会场专题 1：农业土地利用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及优化布局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09教室

主持人：张 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评议人：史文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赵哲(辽宁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黄淮海区小麦可持续优化布局
史文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2 14:45 -- 15:00
中国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动态

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张 婕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3 15:00 -- 15:15
华北平原水-土-粮纽带关系及农业种

植布局研究
王艺伟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 15:15 -- 15:30
促进中国种植业碳排放与粮食产能
的脱钩的因素是什么？兼议经营规

模与技术进步的调节作用

王瑞雪
研究生

北京林业大学

5 15:30 -- 15:45
中国水稻供应链的温室气体排放路

径及减排策略
王艺霏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6 15:45 -- 16:00
建设农业强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碳排

放效应研究
刘 朴
研究生

山西财经大学

7 16:00 -- 16:15
基于供应链和区域贸易视角的中国

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刘 刚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8 16:15 -- 16:30
中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与减

缓策略
贺大为
研究生

湖北大学

9 16:30 -- 16:45
耕地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隐含排

放与机理分析及情景模拟
岳鸿霄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10 16:45 -- 17:00
东北黑土区粮食生产空间分布格局

多目标优化研究
吴皓玮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11 17:00 -- 17:15
作物-牲畜-生物能源综合系统对中国

农业源温室气体的影响评估
蔡 颖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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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会场专题 2：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要素监测与模拟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0教室

主持人：宋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评议人：王国峰(山西财经大学)、白羽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轮作对农业生产力和陆地碳收支的

影响
程 伟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2 14:45 -- 15:00
基于种养结构优化的粮食安全与环

境效益协同提升研究
李 洋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3 15:00 -- 15:15 大数据时代的作物早期监测
崔屹峰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4 15:15 -- 15:30
基于 RegCM4-NH 的区域气候模拟

研究-以鄱阳湖流域为例
朱美青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5 15:30 -- 15:45
东北黑土区粮食作物结构演变及布

局优化研究
王文宣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6 15:45 -- 16:00
人口与膳食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系

统用水的影响
刘立程
研究生

中国农业大学

7 16:00 -- 16:15
退耕还林对中国黄土高原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协同的影响
于子钺
研究生

宁波诺丁汉大学

8 16:15 -- 16:30
大数据支持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
赵海鹏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9 16:30 -- 16:45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城市土地管理综

述
盛双庆
研究生

兰州交通大学

10 16:45 -- 17:00
地膜覆盖显著提高了中国地区的作
物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而对蒸散发

量没有显著影响

魏 玺
研究生

桂林理工大学

11 17:00 -- 17:15
近 30 年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与

模拟——以天津蓟州区为例
李舒畅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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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会场专题 3：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1教室

主持人：李志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评议人：陈建成(北京林业大学)、吴 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Impact of Rice Straw Return

Technology Adoption on Farmers’
Agricultural Income in Central China

杨 欣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2 14:45 -- 15:00
基于 DLEM模型的京津冀耕地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

因素研究

潘佩佩
副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3 15:00 -- 15:15
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作

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韩 赜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4 15:15 -- 15:30
水土资源约束下农业种植布局优化

与政策评估
郭纳良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5 15:30 -- 15:45
中国畜牧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与形

成机制
曾麟岚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6 15:45 -- 16:00 会议休息

7 16:00 -- 16:15
行为地理视角下城市内涝应急方案

模拟研究
张孟斐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8 16:15 -- 16:30
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强度时空演变
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刘 欣
研究生

河北农业大学

9 16:30 -- 16:45
有机旱作农业转型绩效特征及其碳

减排效应研究
赵宝慧
研究生

山西财经大学

10 16:45 -- 17:00 京津冀人口与公共服务适配性研究
张爱洁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1 17:00 -- 17:15
中国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及

其碳减排的协同发展研究
王泽昊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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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会场专题 4：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韧性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2教室

主持人：孙天合(河北经贸大学)
评议人：李兆华(湖北大学)、俞乐(清华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Scale Effects and Time Variation of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amo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刘 伟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2 14:45 -- 15:00
不同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分区下生态
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李 昆
讲 师

湖北大学

3 15:00 -- 15:15
1990-2020年白洋淀流域农村居民点
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梁鑫雨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4 15:15 -- 15:30
生态移民安置区小农户生计脆弱性
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夏红

寺堡区为例

祁红红
研究生

宁夏大学

5 15:30 -- 15:45
基于主导功能的河北省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分区研究
李玉强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6 15:45 -- 16:00 会议休息

7 16:00 -- 16:15
河北省太行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张子睿
本科生

河北经贸大学

8 16:15 -- 16:30
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变化及情景模拟
研究—以 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张家

口市为例

王璇璇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9 16:30 -- 16:45
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时空演变
及情景模拟研究——淮南市为例

曹鑫蕊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0 16:45 -- 17:00
Cost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s in Responding to Extreme
Weather: Is It Worth Adaptation?

宋丽洁
研究生

中南大学

11 17:00 -- 17:15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格局

及其影响因素
任贵秀
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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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会场专题 5：区域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3教室

主持人：姚小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评议人：乔家君(河南大学)、程 钰(山东师范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偏远山区县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与路
径研究——以河北省赞皇县为例

王丽艳
副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2 14:45 -- 15:00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交通优势度与人

口“镇化”发展的空间关系
王雪芹
讲 师

南京邮电大学

3 15:00 -- 15:15 中国乡镇人口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尹旭
讲师

河北师范大学

4 15:15 -- 15:30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及其

空间溢出效应
关洛桐
研究生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5 15:30 -- 15:45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特

征和驱动因素分析
黄小巾
研究生

深圳大学

6 15:45 -- 16:00
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城市化的影

响及驱动机制研究
李 苗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7 16:00 -- 16:15
要素转移与共享对城市群土地利用
经济效率空间分异影响研究——以

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易蔚琦
研究生

华中农业大学

8 16:15 -- 16:30
矿产资源富集区新型城镇化路径的

演化博弈研究
杜文静
研究生

山东科技大学

9 16:30 -- 16:45
中国十大城市群城际空间联系强度

演化分析
于洪坤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0 16:45 -- 17:00
环渤海地区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特

征研究
李艺璇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1 17:00 -- 17:15
供暖选择和居民对清洁供暖的支付
意愿: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的证据

白纯玥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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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会场专题 6：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4教室

主持人：陈 春(重庆交通大学)
评议人：董晓峰(北京交通大学)、揣小伟(南京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淮海经济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格局

演化及影响因素
仇方道
教 授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 14:45 -- 15:00
旅游型乡村空间重构特征与驱动力

研究
聂承静
副教授

河北经贸大学

3 15:00 -- 15:15
河北农区乡村要素流网络演化特征

及动力机制
李 智
讲 师

河北师范大学

4 15:15 -- 15:30
中国省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

展研究
曹梦甜
讲 师

广东财经大学

5 15:30 -- 15:45
县域尺度下山东省“淘宝村”的时空演

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胡 瑞
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

6 15:45 -- 16:00
基于县域单元京津冀人口分布的模

式及驱动因素研究
罗雨田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7 16:00 -- 16:15
河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测

度及障碍因子研究
李雅迪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8 16:15 -- 16:30
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满意度及
影响因素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杨欣
研究生

华中农业大学

9 16:30 -- 16:45
农业技术培训促进可持续发展——

基于家庭主观认知的分析
杨 铮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10 16:45 -- 17:00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宅基地有偿使
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伊

宁市改革试点为例

沙亚哈提·布拉勒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11 17:00 -- 17:15
基于无人机多光谱指数优选的小麦

锈病监测研究
王志业
研究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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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会场专题 7：减污降碳与可持续发展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5教室

主持人：郭中领(河北师范大学)
评议人：钟洪麟(山东大学)、曾丽君(山东科技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基于“水-土-能-碳”关联的农业碳排放

研究
赵荣钦
教 授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 14:45 -- 15:00
公平性视角下耕地污染与碳排放研

究
揣小伟
副教授

南京大学

3 15:00 -- 15:15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Farmland Use in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王 颖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 15:15 -- 15:30
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空间分布及空间

关联特征分析
王 超
讲 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 15:30 -- 15:45 我国绿色低碳农业发展路径
滕艳敏
博士后

东莞理工学院

6 15:45 -- 16:00
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强度空间差异

研究
王晓倩
研究生

华中农业大学

7 16:00 -- 16:15
The impact of farm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China

刘 敏
研究生

南京大学

8 16:15 -- 16:30
Doe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educe

the pesticide application?

刘玮琪
研究生

南京大学

9 16:30 -- 16:45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

响效应与空间溢出研究
王 丹
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

10 16:45 -- 17:00
“双碳”背景下中国农业的减污降碳

协同效应研究
谢亚琳
研究生

河北大学

11 17:00 -- 17:15
公平导向的学区分配及优化建议---
以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为例

安 璇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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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会场专题 8：资源高效利用评价与模拟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6教室

主持人：侯现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评议人：王占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郭丕斌(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煤炭资源枯竭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

农民福祉效应研究
杨 俊
副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2 14:45 -- 15:00
耕地向高地扩张：格局演进和潜在风

险
曾 杰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 15:00 -- 15:15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spatial

morphology and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向敬伟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 15:15 -- 15:30 垃圾分类的系统研究与实践推动
李长军
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5 15:30 -- 15:45
1990-2020年白洋淀流域城市提取与

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郭忠元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6 15:45 -- 16:00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

务协调发展研究
乔伟栋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7 16:00 -- 16:15
收缩型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

究
赵美冉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8 16:15 -- 16:30
豫西山区土地利用格局演变、驱动因

子及其模拟研究
刘 涛
研究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9 16:30 -- 16:45
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耕地变化类型

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差异分析
谢名睿
研究生

东华理工大学

10 16:45 -- 17:00
中国水土资源配置与耕地利用动态

关系的多情景模拟
殷瑞敏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 17:00 -- 17:15
以“地”为本，以“力”传承——膳食结
构调整下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

李 欣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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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会场专题 9：乡村治理体系多维分析

时间：2023年 5月 20日 14:30 -- 17:30

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第三教学楼 A217教室

主持人：刘 凯(山东师范大学)
评议人：刘小鹏(宁夏大学)、卢鹤立(河南大学)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 14:30 -- 14:45
男性新生儿红细胞比容参考值的地

理分布规律
葛 淼
教 授

陕西师范大学

2 14:45 -- 15:00
教育城乡差距影响教育大迁移的时

空规律及空间调控策略
郑艳婷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3 15:00 -- 15:15
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基于普

惠金融视角
李 佳
讲 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 15:15 -- 15:30
老年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发展恢复
力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武陵

山区石柱县为例

刘 倩
讲 师

重庆师范大学

5 15:30 -- 15:45
河北省高中教育资源分布均衡度及

影响因素分析
刘鑫旺
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

6 15:45 -- 16:00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推动了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吗？——基于 PSM-DID

模型的贫困县实证研究

迟兴雨
研究生

华东师范大学

7 16:00 -- 16:15
六盘山脱贫地区贫困时空演化与情

景模拟研究
蒋春梅
研究生

宁夏大学

8 16:15 -- 16:30
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与绿色技术

创新
董淑敏
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

9 16:30 -- 16:45
光伏能治沙吗？——来自中国西北 5

省 338县的证据
杨丽雯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10 16:45 -- 17:00
牧民对肉羊育种性状的偏好——基

于离散选择实验
何坤泽
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

11 17:00 -- 17:15
六盘山脱贫地区生态返贫风险时空

分异研究
崔云霞
研究生

宁夏大学

12 17:15 -- 17:30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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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后考察安排

会议拟设置会后野外学术考察及党建活动路线 2条(可任选 1条)，

委托第三方会务公司组织，自愿参加(请在会议注册时报名)，费用自

理。

路线一：西柏坡—正定古城综合学术考察及党建活动，时间 1

天。

 08:00-09:30乘车赴西柏坡。

 09:30-11:30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西柏坡纪念馆、纪念塔、

中共中央旧址大院、瞻仰名为“赶考”的五大书记铜像广场

塑像。

 12:30-15:00赴古城正定，考察正定古城规划。

 15:00-17:30参观隆兴寺、荣国府

路线二：邯郸综合学术考察及党建活动，时间 1天。

 8:00-10:00 石家庄-邯郸

 10:00-12:00 北朝考古博物馆考察

 13:00-15:00 土地托管、乡村绿色产业企业和农户考察

 15:00-17:00 生态修复区治理考察

 17:00-19:00 邯郸-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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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宋长青

宋长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执行部长，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地理学

报》《干旱区地理》《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中国地理科学)》副主编。多年来致力于地理学

研究范式、地理学区域综合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

究，发表学术及学术管理论文 100余篇，出版《土壤科学 30年：从

经典到前沿》《土壤若干前沿领域研究进展》等专著。2000年至今，

在全国各地理学相关科研机构、高校做过“地理学的区域集成研究”

“地理数据-问题与研究范式” “地理问题与地理尺度” “地理数

据与地理思维” “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球战略” “地缘研究的主要问

题及方法路径”等专题或学术报告近百场。创办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

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积极推动地理学理论方法研究，提出人文

活动引发地理复杂概念，特别强调人文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地

理区域综合研究取得系统成果。



21

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沈彦俊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栾城站站长，中国科学院农业水资

源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农业水文学、缺水

区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变化环境下的

水-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等研究。曾主持和参加国家、

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国际合作课题 20多项；曾

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和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发表科研论

文 160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95篇；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

北省优秀科技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导师奖等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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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丁疆辉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兼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

地理学会会员、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委员会委员等。

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区域信息化。近年来主持

或主研科研项目 3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河北省教育厅

重点研究项目 1项、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1项，参与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雄安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保障对策”，

主持课题一的子课题“新区发展与区域的生态影响”等。发表论文

30余篇，出版专著 2部。参与国家及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成果被河北省环境保护厅采的；作为第二主研完成的“构建京建翼水

源涵养保护区的可行性与建议”获第九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成果二等奖、研究报告获得省领导重要批示、研究结果被水利厅部

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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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刘家明

著名旅游规划专家和旅游地理专家，中科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

科院地理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规划师；中

国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

国家旅游局 5A 级景区、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全

域旅游示范区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

旅游与旅游地理，旅游空间组织及发展规律，区域旅游资源可持续利

用，休闲产业空间组织，旅游休闲行为与休闲空间优化配置模式，地

域社会文化景观格局与演化机理以及区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性利用

技术规程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旅游规划项目百余项，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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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匡文慧

中国科学院特聘骨干岗位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环境与生态信息

研究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持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等 50 余项在

"National Science Review”、"Science Bulletin”等

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SCI 77 篇，IF>20.0 SCI 3 篇，论文引用 1

万次。荣获环境保护科技奖二等奖和国家测绘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第一)等 20余项。主编和参编专著 18部，授权专利 6项。领导人批

示或国办/中办采纳咨询报告 10余份。现任国际地球观测组织和联合

国 人 居 署 Earth Observation Toolkit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全球地理

信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韧性城市与人居环境专家组、北京市减

灾智库专家、Remote Sensing 编辑理事会、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s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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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会主旨报告人简介

陈光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秘书长，管

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国

家创新体系、科技体制改革等领域的研究，主

持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中国科协等省部级项目 4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专著、译著或编著 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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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会议赞助单位简介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于 2004年，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测绘学会科技创新型优秀单位。公司是中国测绘学会文化遗产保

护专业委员会依托单位，连续 7年被评为中国地理信息产业百强企业。

帝测科技拥有测绘地理信息甲级资质(8项甲)、工程勘察甲级资质、

土地规划资质、机场飞行程序设计资质等相关资质。公司拥有发明专

利 10项和软件著作权 51项；曾获中国测绘学会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

优秀测绘工程金奖、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嘉奖

40余项。帝测科技以打造空地一体数字孪生应用为愿景，应用独特

的多源数据处理、空地全域建模、空间格网编码数据库、动态服务计

算等技术，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擎时空云平台”，涵盖实景

三维应用并衍生空地一体数字孪生应用，助力国家数字化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成为领先的时空数字孪生云平台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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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测科技结合自身优势，创新经营管理，积极探索“产学研用”

人才培养模式，将科研、教育、生产等资源优势实现有效组合和互相

支撑。公司成立了时空大数据创新研究院，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

发展需求；获准创立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旨在推广

高新技术、普及科学方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获批成立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吸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优秀人才，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行

业资深专家、二级研究员等兼任博士后科研导师，联合培养高专业度

人才；成立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双方共同提供学习工作条件，培养具

备实践经验的综合素质毕业生；公司建有完善的管培生制度，引进优

秀毕业生加入公司团队，实行跨部门轮岗培训，为管理层储备新生力

量。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丹 联系电话：010-59919066
官方网址：www.digsur.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 216号东方郁金香二层

http://www.digs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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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会议提示

1. 请各位参会代表加入 2023发展地理学学术年会微信群。

2. 会议酒店：雅乐轩酒店(石家庄市新华区景悦街 6号)

(1)石家庄火车站→雅乐轩酒店

地铁+公交：石家庄火车站乘坐轨道交通 3号线(西三庄方向)，乘车 9站，

在西三庄地铁站下车，从 A 东北口出站，步行 230米至西三庄公交站，换乘公

交 29 路/空 29 路(河北地大北院方向)，乘车 3 站，在西三庄北口站下车，步行

427米到石家庄雅乐轩酒店。(全程约 54分钟。)

打车：全程约 16公里，乘车约 17分钟，车费约 45元。

(2)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雅乐轩酒店

地铁+公交：石家庄机场 T2航站楼乘坐机场西线(中华大街槐安路口方向)，

乘车 1站，在中华大街联盟路口公交站下车，步行 147米至柏林庄地铁站，换乘

轨道交通 3号线(西三庄方向)，乘车 2站，在西三庄地铁站下车，从 A东北口出

站，步行至西三庄公交站，换乘公交 29路/空 29路，乘车 3站，在西三庄北口

下车，步行 427米到石家庄雅乐轩酒店。(全程约 1小时 40分钟)

打车：全程约 42公里，乘车约 40分钟，车费约 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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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地点：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市新华区学府路 47号)

(1)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经贸大学

地铁+公交：石家庄火车站乘坐轨道交通 2号线(柳辛庄方向)，乘车 10站，

在柳辛庄地铁站下车，从 B1东南口出站，步行 200米至柳辛庄公交站，换乘公

交 112路/空 112路(财经职业学院方向)，乘车 13站，在河北经贸大学站下车，

步行 98米到河北经贸大学。(全程约 55分钟。)

打车：全程约 17公里，乘车约 28分钟，车费约 50元。

(2)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河北经贸大学

公交：石家庄机场 T2航站楼乘坐机场西线(中华大街槐安路口方向)，乘车 1

站，在中华大街联盟路口公交站下车，步行 358 米至尚宾城公交站，换乘公交

117路/空 117路(河北经贸大学方向)，乘车 9站，在新村公交站下车，步行 685

米到河北经贸大学。(全程约 2小时 6分钟)

打车：全程约 32公里，乘车约 30分钟，车费约 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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