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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军 个人主页
个人简介: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籍贯：山东费县 Email ：maojunw@yeah.net

方向：人文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体系、城市网络 ） 

Top

教育与工作背景: 

2005年7月至今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2002年9月－2005年7月 北京大学， 博士 

2000年9月－2002年7月 辽宁师范大学，教学 

1997年9月－2000年7月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

1992年9月—1996年7月 烟台师范学院， 学士

Top

科研论文:  

2010年：  

1. 王茂军，曹广忠，赵群毅，杨雪春. 基于距离与规模的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 地理研究，
2010，29（7）：1257-1268. 

2. 杨雪春，王茂军，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区域工业主导产业选择—以四川省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2010，31（3）：76-82. 
3. 王茂军，刘志林，霍婷婷.1932-1979年山东省城镇体系结节地域结构的变动分析.人文地理，

2010，25（3）：47-54. 
4. 刘志林，王茂军，柴彦威.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综述，人文地理，2010，25（1）：1-

6.

2009年：  

1. 王茂军 . 中国沿海典型省份城镇体系演化过程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9. 
2. 王茂军，张学霞， 霍婷婷. 北京城市认知的空间关联模式——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分析. 地理

学报， 2009， 64(10):1243-1254. 
3. 王茂军，宋国庆，许洁. 基于决策树法的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挖掘. 地理研究，2009，28

(6):1516-1527. 
4. 王茂军，张学霞，吴骏毅，高宜程. 社区尺度认知地图扭曲的空间分析——基于首师大和北林大

的个案研究，人文地理，2009，24(3):54-60.  
5. 霍婷婷，王茂军，黄芳. 北京郊外大型居住区居民购物行为分析———以回龙观社区为例，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2009，30（4）：88-92. 
6. 霍婷婷，王茂军 . 基于地名认知率的北京城市认知空间结构，地理科学进展，2009，28（4）：

519-525.
7. 赵群毅，谢从朴，王茂军等. 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 地理研究， 2009，28(5):? 

1401-1413.
8. 武鹏飞，王茂军，张学霞.基于归一化建筑指数的北京市城市热岛效应分布特征，生态环境学

报，2009， 18(4): 1325-1331. 
9.

2008年：  

1. 高宜程，王茂军 . 区域城镇化水平预测一种方法的讨论——基于晋城市的个案，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2008，29（1）：1-6. 
2. 高宜程，申玉铭，王茂军等.城市功能定位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城市规划，2008，10: 21-24. 
3. 金晓哲，林涛，王茂军 . 边疆的空间涵义及其研究框架，人文地理，2008，23(2):124-128. 

2007年：  

1. 王茂军 . 山东省城市人口规模的职能效应分析. 地理学报. 2007，62(2): 127-136. 
2. 王茂军， 申玉铭， 高宜程. 民国时期山东城镇体系的空间组织——基于洋货空间流通的分析. 地

理研究， 2007，26(6): 1221-1232. 



 

3. 王茂军，柴彦威，高宜程.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07，22（5）：
10-18.（此文获得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优秀论文奖）  

4. 申玉铭，邱灵，王茂军等.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分析，地理学报，2007，62（8）: 
821-830

5. 赵群毅，周一星，王茂军 . 近2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省区间比较——基于＂五普＂口径的

修正，经济地理，2007（5）：632-637.  

2006年：  

1. 王茂军（6）：居住环境评价方法与理论（合译），2006，清华大学出版社。  
2. 王茂军，李传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变动分析，鲁东大学学报，2006，26

（3）：232-238. 

2005年  

1. 王茂军，张学霞，齐元静. 近50年来山东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研究——基于城市中心性的分析. 地
理研究， 2005，24(3):432-442. 

2. 王茂军，齐乃源. 昌邑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商场现代化.2005：441：164－166. 
3. 赵群毅，周一星，王茂军 .近2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省区间比较.经济地理.2005（5）：

632－637. 
4. 柴彦威，王茂军 . 中国おける資源型地方都市の活性化——遼寧省阜新市の事例.地方都市活性化

政策に関する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5．11.  

2004年  

1. 柴彦威，王茂军 . 日本消费者行为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地理学报.2004，59：167-174.  

2003年  

1. 王茂军， 张学霞，栾维新.大连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构造与空间分析.地理科学.2003（1）：87-94. 
2. 王茂军，栾维新，李向诺.大连市滨海休闲渔业的发展设想.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1）：88-92. 
3. 韩增林，王茂军， 张学霞.中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及其空间集聚分析.地理研究.2003

（3）：289-296.  

2002年  

1. 王茂军，张学霞，张文忠，等.大连市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空间结构——基于面源模型的分

析.地理研究，2002，21（6）：753-762.（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2. 王茂军，栾维新.大连市发展滨海休闲渔业的资源分析和对策.人文地理.2002（6）：46-49. 
3. 栾维新，王茂军 .提高城市化水平与耕在面积变化的关系研究－－对大连市的实证研究.地理科

学.2002（2）：208-212.  

2001年  

1. 王茂军 张学霞.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 (2)：80-85. 
2. 王茂军 .海洋开发规划的可实施性问题初探.海岸带开发与管理.2001（6）：37－40。  
3. 栾维新，王茂军 .中国黄海地区环境与经济地域关联分析.地理研究.2001(3)：40-47.  

2000年  

1. 王茂军，栾维新.中国黄海近岸海域污染分区调控研究.海洋通报.2000（6）：50-56.  
2. 王茂军，张学霞，宋薇.21世纪初大连市水资源供需保障与解决途径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

（1）：65－69. 
3. Wangmaojun，Luanweixin，Zhangxuexia. An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economy:a case study of Chinese Yellow Sea 
coastal reg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2000(4): 388-395.

4. 栾维新，王茂军 .农村建设用地的区域类型与调控措施研究.资源科学.2000(2)：45-49. 
5. 栾维新，王茂军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问题和主要对策.地理科学进展.2000（2）：35-40.  

Top



主持课题:  

纵向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112）：中国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绩效研究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01030)：城市居民认知地图扭曲多样性的机理解析  

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项目，09YJAZH057）：基于复杂网络的北京市
产业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时序变动研究 

4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06BAJ11B06-2）：城乡经济要素配置评价与链接
关键技术 

5 转型期北京市产业关联网络结构复杂性研究，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横向课题  

1 玉林市产业发展与就业统筹研究（2010）

2 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顺义农村社区发展研究（2010）

3 宁城县城镇体系规划（2010） 

4 赤峰市产业发展战略与布局研究（2009） 

5 重庆市南岸区城乡统筹研究（2009） 

6 茌平县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调整研究（2008）

7 东营市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研究（2008） 

8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临港产业发展研究（2008） 

9 太原经济圈规划专题研究（2006） 

10 密云县农村产业发展与布局研究（2006） 

Top

获奖情况:  

1. 2009年 获得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资助  
2. 2009年 论文“刘志林，王茂军.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

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荣获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优秀青年论文奖。  
3. 2008年 论文“王茂军. 山东省城市人口规模的职能效应分析. 地理学报. 2007，62(2): 

127-136.”荣获中国地理学会颁发的吴传钧人文地理优秀论文二等奖。  
4. 2007年 专著《中国典型省份城镇体系演化过程》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专项

出版资助。  
5. 2007-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立项优秀指导教师。  
6. 2003年建设部2003年度优秀规划设计成果二等奖。  
7. 1998年大连市计委系统软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Top

教学情况: 

讲授课程： 



本科生：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  

研究生：区域与城市空间结构  

指导研究生 

方向：人文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方向  

研究生：  

      2010级：柴  箐，张  欣 ，吴晓征 

      2009级：王晓瑜，田丽英  

      2008级：杨雪春，许  洁  

      2007级：李诗朦，宋国庆  

      2006级：霍婷婷  

 

Top

社会兼职: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