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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冯爱琴）由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山大学城市

化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

举办的首届“中国城镇化研究博士生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来自东南大学、同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等国内13所211、985高校的24名博士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到苏晓波、朱竑、王兴平、马向明、袁奇峰等5名教授分别作了5场学术

报告：苏晓波教授作了题为“政治转型与中国城市化的社会空间特征”的讲座；朱竑教授

的报告题目为“近十年国际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及启示”；王兴平教授以“集约型产业区

规划方法”为主题；马向明教授以“谈珠三角‘三旧’改造”为题；袁奇峰教授则以“辨

析新型城镇化”为主题。5场专家报告之外，还有24场博士生专场研究报告，分为城镇演

化、城镇生活、城镇效应、城镇机制四个专场。 

  在论坛闭幕式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和刘云刚教授分别为本届论坛作了简

短的发言，提出做好国内中文学术研究的号召，并对与会人员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最

后，论坛公布了经组委会评审的优秀论文。 

首届中国城镇化研究博士生论坛在广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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