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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教学方向 
城市文化策略的理论、方法研究，及其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中的应用； 

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以及空间布局研究； 

城市设计 

  

教育简历 
1993-1998，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 

1998-2002，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2-2005，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专业履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2012.12- ) 

讲师(2005.04-2012.1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 
访问学者（2009.8-2010.8） 

  

研究项目 
1.    中国工程院项目《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城市化与城市文

化”（2004-2005，参与）； 

2.    北京市房山区规划局《房山新城总体规划》（2005.5，文化发展规划专题负责人）； 

3.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工程建设监管中心科研项目《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大运河历史文

化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2005.10-2006.12，主要骨干和专题负责人）； 

4.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规划》（2006.8-

2008.3，综合组组长及规划组副组长）； 

5.    江苏省邳州市规划局项目《邳州滨水文化景观规划设计》（2006.5-2006.10，负责人）； 

6.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2006.8-2007.6，负责

人）； 

7.    江苏省南京市规划局项目《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究》（2007.7-2008.3，主要骨干和专题

负责人）； 



8.    辽宁省丹东市城乡规划局项目《丹东城市发展战略研究》（2006.7-2007.12，主要骨干和

专题负责人）； 

9.     山东省微山县规划局项目《山东微山县城城市空间发展概念规划研究》（2008.07-

2009.02，副负责人）； 

10.  北京教委重点学科群建设项目《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2006.03-2009.05，参

与）； 

11.  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局项目《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研究》（2008.6-2008.8，

负责人） 

12.  江苏省南京市规划局项目《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设计》（2003.11-2010.10，参与）； 

13.  江苏省睢宁县规划局项目《睢宁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2010.9-，项目负责人）； 

14.  白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白城市文化产业园发展策略及概念性规划设计》课题

（2010.11-2011.4，项目负责人）； 

15.  青岛市工程信息咨询院项目《城市文化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2011.4-2011.5，项

目负责人）； 

16.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项目 《朝阳区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11.6-2011.9， 

项目负责人） 

17.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项目《国际视野下的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研究》（2011.6-12， 项目负责

人） 

18.  昆明市规划局项目《昆明滇池流域“山-水-城”景观风貌保护研究》，（2011.8-，主要

骨干和专题负责人） 

19.  朝 阳 规 划 分 局 项 目《朝阳区 798/751地区文化资源保护与地区发展》，（2012.9-

2012.12，项目负责人） 

20.  昌平规划分局项目《昌平新城规划实施评估》，（2012.3-2012.11，主要骨干和专题负责

人） 

21.  邢台市人大常委会项目《邢台空间发展战略研究》，（2012.4-2012.12，主要骨干和专题

负责人） 

  

课程教学 
本科教学  

建筑设计 (1年级，春季课程，秋季课程，学生10人) 

城市设计（本科4年级，秋季课程，学生10人；） 

   

硕士教学  

英语项目硕士班EPMA城市设计（研究生1年级，秋季课程） 

  

国际交流 
2006.1-2006.7 与罗马大学(La Sapienza) Valle giulia建筑学院合作studio 

  



荣誉和获奖 
1.   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优秀奖（2006年），排名第11（共13

人）； 

2.   指导二年级本科生李煜获得建筑学院“现代杯”优秀设计作业（2006年） 

3.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2005-2006年度北京市规划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

奖，排名第3（共6人）； 

4.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规划，北京市第十五届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2011年），

排名第10（共20人） 

5.   朝阳区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北京市第十六届优秀工程设计评选二等奖（2012

年），排名第3（共15人） 

  

专业组织及活动 
会议 

首届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2006，北京； 

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2008，河北廊坊； 

Solar Decathlon，2010.,5，Washington DC，USA 

文化软实力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第四次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学术研讨会，2011，北京 

反思：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2012年会，沈阳 

组织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库成员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会员 

  

出版 
期刊文章 

1．黄鹤. 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探讨. 华中建筑 2002(4): 61-63 

2．黄鹤.  西方国家文化规划简介：运用文化资源的城市发展途径，国外城市规划  2005 

Vol.20 No.1, P36-42 

3．黄鹤. 文化政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国外城市规划 2006 Vol.21 No.1, P34-39 

4．黄鹤. 文化及创意产业的空间特征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2008（S1）：150-154 

5．黄鹤. 北京60年文化发展之历程. 北京规划建设，2009（5）：75-79 

6．黄鹤. 美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规划研究进展. 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2010（2）：

36-42 

7．黄鹤. 美国“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简述. 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2010（3）：80-87 

8．黄鹤. 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对策及在美国的实践介绍. 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

2011（3）：157-168 

9．黄鹤, 唐燕. 文化产业政策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国际城市规划，2012（3）：70-

74 

10． 黄鹤，郑皓. 国际视野下的北京文化设施分析比较. 北京规划建设, 2012（3）：80-83 



  

会议报告 
1.    黄鹤.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工业遗产利用的讨论. 2006年首届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博

览会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