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城市治理与学科建设论坛”介绍 

第四届全国城市治理与学科建设论坛由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举办，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协办，华中科技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大数据时代的城市治理与学科建设”，旨

在通过交流研讨，分享城市治理领域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规划，以期

增强新时代城市治理能力，推动城市管理与区域治理政策创新。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7-18 日 

会议地点：武汉潮漫凯瑞国际酒店 

会议日程： 

日期地点 时间 内容 

11 月 17 日 

8:30-12:00 

东湖 1 厅 

开幕式 

主持人： 马冬卉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8:30-9:00 

致辞嘉宾 

1、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员会领导 

2、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领导 

3、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 

主旨发言 

主持人：张毅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9:00-10:20 

1、 城市治理的关键与破解方略 

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2、 可持续、健康和学习型的城市和邻里研究：以七个发展中国

家为例 

孙 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3、 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 

章文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4、 如何理解中国治理之谜：一个组织学的视角 

倪  星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5、 城市老龄化与医养结合政策创新：基于天津的案例研究 

傅利平  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0:20-10:40 休息 

主旨发言 

主持人：张毅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0:40-12:00 1、 循证城市治理学：城市治理研究新方法 

沈体雁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首都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2、 空间规划与学科建设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3、 城市治理中的“社会权”（1978-2018） 

何艳玲 中山大学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4、 Advancing Digital Government: The 

Research-Practice-Knowledge Connection 推进数字政府：连

接研究、实践与知识 

Sharon Dawes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政府技术

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国际数字政府学会首任主席、教授 

12:00 午餐 

11 月 17 日 

东湖 1 厅 

主旨发言 

主持人：张毅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4:00-16:10 

 

1、 资源管理型规划趋势下规划教育及学科发展 

黄亚平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与发展 

朱春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3、 中国城市治理变革的基本逻辑 

麻宝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4、 城市绿色治理：概念、要素与体系构建 

史云贵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5、 智慧治理视角下城市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汤志伟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6、 城市更新中的公众参与 

刘炳胜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6:10-16:30 休息 

11 月 17 日 

东湖 1 厅 
16:30-18:00 

平行论坛 1：院长高峰论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主持人：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3、卢新海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4、王占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5、吴开松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6、张蔚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7、陈那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8、吕晓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教授  

9、自由讨论 

11 月 17 日 

东湖 2 厅 
16:30-18:00 

平行分论坛 2：新技术与治理创新 

主持人：张  楠  清华大学 

1、 政府驱动还是平台驱动？北京养老卡协作治理案例研究   

张  楠  清华大学 

2、中国数字政府演变与理论探索                               

黄  璜  北京大学   

3、 3、共享经济与协同治理                                       

郑  磊  复旦大学   

4、 数字政府治理的回应性陷阱：基于东三省省会城市“地方领



导留言板”的考察 

于君博  吉林大学 

11 月 17 日 

贵宾厅 
16:30-18:00 

平行分论坛 3：大数据与城市治理 

主持人：王  冰  华中科技大学 

1、 社会发展制度竞争与公共价值创造                        

王  冰  华中科技大学 

吴木銮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大数据时代城市综合治理“第三方巡查机制”研究         

郭彩琴  苏州大学   

3、城市治理：环境优先？抑或是治理优先？                     

李梦莹  赵红梅  湖北大学   

4、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                                

刘慧琼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18:00 晚饭 

11 月 18 日 

东湖 1 厅 
8:30-10:40 

平行分论坛 4：数字城市与政府治理 

主持人：王  芳  南开大学 

1、 跨部门政府数据共享：一个基于力场的研究              

王  芳  南开大学   

2、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与治理体系      

赵  娟  清华大学   

3、 价值共创视角下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初探                 

张会平  电子科技大学   

4、 城市微更新背景下的社区规划与治理变革：以武汉市为例  

郭  焱  武汉大学   

5、 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系统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毛子骏  华中科技大学 

6、 Climate Governance in Bangladesh：The State of the Art   

黄  栋  Md Mafizur Rahman  华中科技大学   

11 月 18 日 

东湖 2 厅 
8:30-10:40 

平行分论坛 5：城市规划与新型城镇化 

主持人：李东泉  中国人民大学 

1、治理视角下城市新区街道发展面临的困局解析                 

李东泉  中国人民大学   

2、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设计及区域差

异：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卢新海  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陈丹玲  匡兵  华中科技大学  

3、城市土地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吗？                   

李菁  刘岁  华中科技大学   

4、治理背景下城市空间正义的缺失与重构                       

杨  建  西南交通大学 

5、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分析                               

程威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许光中  青海师范大学   

7、中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类型及城市活力关联                   

何青松  华中科技大学   

11 月 18 日 

贵宾厅 
8:30-10:40 

平行分论坛 6：城市治理与政策创新 

主持人：秦  波  中国人民大学 

1、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安全：基于多维数据的研究               

秦  波  中国人民大学   

2、财经类高校“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田艳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公共服务可达性对政府形象和政治信任的影响                 

于洋航  陈志霞  华中科技大学   

4、党建和社区基金会嵌入社区治理                             

李晓燕  广东财经大学   

5、复杂性视阈下城市治理的困局与破解                         

郑家昊  陕西师范大学   

6、就医秩序治理任重道远                                     

何克春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朱慧青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7、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危机及其治理——基于 J 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的实证考察            

韩金成  王  冰  华中科技大学   

 10:40-11:00 休息 

11 月 18 日 

11:00-12:00 

东湖 1 厅 

闭幕式 

主持人：危怀安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1:00-12:00 

1、分论坛主持人主总结                          

2、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员会领导总

结发言 

3、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领导总结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