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成功召开

2022 年 11 月 6 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主办、浙大城市学院“双碳”研究中心（杭州

“双碳”研究中心）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的“中国区域

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年会”在浙江杭州顺利举行。会议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邀请了多位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主

旨发言与学术报告，并吸引了全国各地 260 余位教师以及学生参会。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商学

院院长马涛教授主持，并邀请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

委书记杨开忠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党委委员兼副校长、浙大城市学院“双碳”研究中心主任

韦巍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院长、浙大城市学院“双碳”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雷宝教授为

本届学术年会致辞。



学术年会的第个二环节是大会主旨报告，由马涛教授主持。

其中：杨开忠教授做了题为“超越卡亚公式——碳达峰碳中和新逻辑”的报告。报告以

IPAT 模型、特别是卡亚公式为理论起点，结合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实践，引导与会人

员理解和把握“双碳”实践的路径；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国平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我国区域碳排放及其减排对策”，该报告

从京津冀的强度量、结构量、政策变量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双碳”的落地路径；中

国区域科学协会监事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石

敏俊以“新城新区的产城人融合发展”为题进行发言，提出产城人融合是政策上的诉求，并

搭建了产城人的模型框架，从八个方面分析新兴城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学术年会的第三环节为学术报告，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邹永华主持。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教育部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吴殿廷

以“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为题进行报告，梳理了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的五大

困境，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并进一步思考国土空间规划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研究员毛涛以“碳中和背景下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新趋势”



为题进行报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进展以及双碳目标

下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新变化，建议积极引导国内企业，争取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表环境研究室主任邓祥征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大城市周边贫

困带的形成与消亡的再认识”的报告，报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大城市周边贫困带的空间特征，

从多学科角度分析贫困带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南方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宋兰副教授就“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挑战”为题进行发言，报告从全局视角介绍可持

续发展目前的进展，并介绍由南方科技大学主办的期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生态环境与经济核算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马国霞就“基于供需关系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系

统服务流研究”为题进行报告，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最新理论和最

新实践。

学术年会的第四环节为学术报告，由浙大城市学院“双碳”研究中心副主任钱辉教授主

持。

其中：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区域人文经济地理研究室主任陈雯做了题为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县城精明专业化发展”的报告，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经济的发

展问题，提出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及举措；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张晓玲教

授以“可持续城市：发展与环境之迷思”为题进行了报告，围绕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

讨了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孙斌栋教

授带来题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碳减排效应与政策含义”的报告，从大城市多中心化为

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

系主任岳文泽教授以“面向共同富裕的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为题，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国土

空间规划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并从国土空间治理领域角度出发，分析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并

给出优化思路；伦敦大学学院米志付教授做了题为“城市碳足迹核算”的报告，指出城市对

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分析了碳足迹与碳排放的区别，并阐述了城市碳足迹核算方法及

过程。

学术年会的第五环节为学术报告，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晓岭副教授主持。

其中：四川大学区域经济和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勤教授做了

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家规划体系”，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

规划体系的演化过程与存在问题，并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并存的必要性

和重要意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雷平以“打破鸡蛋做蛋卷—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实证研究”为题，重点关注了我国低碳城市试点的问

题，并且从摩擦成本的不确定性出发，基于多个计量模型深入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

施效果及政策启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中心总工程师、副研究员郝庆做了题为“新

发展格局下国土空间优化的目标与路径”的报告，从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了国土

空间格局优化的理论与方法技术，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的目标路径；山

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教授赵旭的学术报告题目为“中国超大城市实体和虚拟水资源网络脆

弱性评价”，对我国六个超大城市的实体和虚拟水流系统进行核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直

接、间接和总体的视角出发，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超大城市的实体和虚拟水资源的供

应的脆弱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胡守庚教授以“区域城市发展空间格

局识别与优化路径”为题进行汇报，从全球城市发展的时空演化趋势出发，识别出中国城市

发展格局的演化态势在全球演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显著影响，并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理论

与方法，对区域城市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与优化路径开展深入分析。

学术年会闭幕式由马涛教授主持并进行总结发言。马涛教授首先向主办方、承办方以及

各位专家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指出本次年会报告选题体现出了高度的前沿性与多样性，

报告内容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宏观探讨又有个案分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城市可持续发

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