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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暨第三届地缘关系学术研讨会通知（第 2 号） 

 

尊敬的          女士 /先生：  

您好！由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办，山西师范大学承办，山西

省地理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协办的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 2018年学术年会暨第三

届地缘关系学术研讨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华夏文明之源”的帝尧

古都——临汾正在张开双臂欢迎您，山西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的师生们热切期盼您的到来。为了方便

您安排行程，现发布本次会议的第 2号通知，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二、会议内容  

1、政治地理学学科体系建构；  

2、中美朝韩地缘关系等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地理解读；  

3、“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关系基础；  

4、大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  

5、中国与周边国家岛礁及海域争端的解决机制；  

6、地缘关系研究与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三、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12-14 日。  

2、报到时间：10 月 12 日全天报到，13-14 日开会  

3、报到地点：山西省临汾市●天鹅大酒店（注：因原定的红楼大酒店无法容纳参会

人员规模，故改为天鹅大酒店） 

四、交通与住宿  

（一）交通及乘车路线 

1、凡乘高铁到达临汾西站者：临汾西站——天鹅大酒店，建议乘出租车前往，车费大

约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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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乘普通列车到达临汾者：临汾站——天鹅大酒店，建议乘出租车前往，出租车费

大约 8-10 元；  

3、凡乘飞机到达临汾者：临汾乔李机场——天鹅大酒店，可乘机场免费大巴或机场 102

路大巴到市区鼓楼北站下车（2-3 元），然后乘出租车至天鹅大酒店，车费 8-10 元；  

4、凡乘长途大巴到达临汾者：临汾长途汽车站——天鹅大酒店，建议乘出租车前往，

车费 10 元左右。  

5、凡因特殊情况需要接站者，请与会务组联系，我们将为您安排接站车辆。  

（二）住宿 

1、天鹅大酒店（五星级）：位于临汾市向阳西路与滨河东路交叉处，特邀嘉宾及会议

代表均下榻该酒店。  

2、房间及房费标准  

房间类型  标间（两张床） 普通单间  豪华单间  套房  

价格（元） 360 408 508 798 

注：各位专家和代表原回执中预定的房间因更换酒店作废，请接到 2 号通知后重新填写回执确定住房

类型并发至会务邮箱 zzdlydygx@163.com，或发短信给会务组王蕾老师，电话 :15035768259，短信必须

注明：工作单位、姓名、性别、年龄、房间类型等。  

五、会议注册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参会费用：参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一般代表 1300 元 /人；中国地理学会有效

注册会员 1100 元 /人；学生代表  800 元 /人；上述费用含会议资料、会场租用、茶歇、会务

交通等费用。  

（二）会议费支付方式：  

1、预付费：  

汇款银行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山西师范大学  

账   号：051003600902640699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银苑支行  

开户行行号：  102177003600   

联系人：张岩青   联系方式：0357-2051200 手机：1359352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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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付费：  

接受现金，银联，公务卡等各类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  

3. 会议发票：  

由山西师范大学出具电子发票，可在会议报到时或结束后发送到邮箱。  

六、会后地理实习（费用自理）  

线路  1：尧文化、根祖文化及晋陕黄河大峡谷地理实习 2 天。约 600 元左右；  

线路  2：晋商大院文化、寒食文化及平遥古城地理实习 2 天。约 700-800 元；  

七、大会组织机构  

（一）学术顾问  

秦大河（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理联合会原副主席）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  

傅伯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部长）  

王恩涌（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二）组织委员会  

主  席  

宋长青（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执行部长、教授）  

卫建国  (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梁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尚义（山西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太原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方创琳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吉力力 ∙阿不都外力（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九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编辑部主任、  

专职副主编，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同昇（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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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才（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教授）  

成升魁（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地缘政治分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朱晓华（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原秘书长，《地理研究》编辑部主任、  

专职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卫东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助理、研究员) 

刘云刚（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刘建忠（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  

大学教授）  

杜德斌  (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何书金（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地理学报》编辑部主任、专职副主编，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永清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张振克  (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张朝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一处处长、研究员）  

武友德（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教授）  

周尚意  (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郑袁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一处副研究员）  

贺灿飞（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院长、教授）  

骆华松（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韩增林（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辽宁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葛岳静（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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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锁成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  

程昌秀（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臧淑英（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三）秘书处  

秘书长：  

潘峰华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执行秘书长：  

张仲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博士) 

副秘书长：  

邵秀英（山西省地理学会秘书长，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郭文炯（山西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刘红兵（山西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秘书：  

王   蕾（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张岩青（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八、会议日程及会议安排  

1. 会议日程：  

2018 年 10 月 12 日：全天报到（天鹅大酒店）；晚 8 点，组委会预备会议；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开幕式、合影、特邀嘉宾报告（山西师大学术报告厅）；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学术报告（山西师大学术报告厅）；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上午：学术报告（山西师大学术报告厅）；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学术报告、闭幕式（山西师大学术报告厅）；  

2018 年 10 月 15 日：离会或地理学术实习。  

2．会议安排  

（1）邀请知名地理学家做大会学术报告；  

（2）进行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学术报告与交流；  

（3）召开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4）会后学术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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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议程（供参考）  

2018 年 10 月 12 日  

08:00-22:00 大会签到注册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00-21：00 

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地缘关系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  

地点：天鹅大酒店会议室  

主持人：宋长青（GSC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  

参会人：张国友副理事长及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师大副校长、地理学

院领导、山西省地理学会秘书长等  

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  

大会开幕式  

（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 8:30-10:00）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暨  

第三届地缘关系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8:30-9:40 

主持人：王国梁（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地理

学会理事长，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一、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卫建国教授致欢迎辞  

二、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张国友教授致辞  

三、中国科院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陈发虎教授致辞  

四、其他嘉宾致辞  

五、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宋长青教授致辞  

六、大会合影（四号教学楼前）  

9:40-10:00 茶歇  

 



 

7 

 

大会特邀报告  

（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 10:00-12: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葛岳静（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评论人：董锁成（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研究员）  

10:00-10:30 

冰冻圈科学中的地缘政治  

报告人：秦大河  院士（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冰冻圈学会（筹）

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原副主席）  

10:30-11:00 

“一带一路”建设与科学固边  

报告人：方创琳(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1:00-11：30 

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基于技术贸易的视角  

报告人：杜德斌(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11:30-12:00 

大国之间贸易关系分析的方法与实践  

报告人：宋长青（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

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执行部长、教授）、程昌

秀（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2:00-13：30 午餐  

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下午  

大会主题报告（上半场）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4:00-16:3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刘云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评论人：宋长青（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北师大地学部执行部长、教授）  

14:00-14:20 
地缘关系中的位势解析  

报告人：葛岳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4:20-14:40 
地缘环境研究概念体系构建  

报告人：刘建忠（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14:40-15:00 

中亚国家合作与地缘关系  

报告人：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书记、研究员）  

15:00-15:20 
中朝合作的地缘环境分析与地缘战略思考  

报告人：董锁成（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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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40 
非政府组织与区域治理：分析框架与实践  

报告人：武友德（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15:40-16:00 
城市政治地理学  

报告人：李贵才（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16:00-16:30 茶歇  

大会主题报告（下半场）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6:30-19: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武友德（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师大校长助理、教授）  

评论人：刘建忠（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16:30-16：50 
"地盘"的地理学：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报告人：刘云刚（中山大学教授））  

16:50-17:10 
国家统一的地理学解释——以东、西德统一为例  

报告人：何金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7:10-17:3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及其未来走向  

报告人：王国梁（山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17:30-17:50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  

报告人：夏立平（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  

17:50-18:10 
中国东北地缘关系演化过程及区域效应  

报告人：王士君（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18:10-18:30 
“一带一路”下中国-非洲海外园区研究  

报告人：孟广文（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18:30-18:50 
东南亚恐怖主义网络发动的空间演进及其发展分析  

报告人：李灿松（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18:50-19:20 乘车返回宾馆  

19:30 晚餐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  

大会交流报告（上半场）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8:00-10: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吉力力•阿不都外力（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副书记、研究员）  

评论人：李贵才（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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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10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报告人：王丰龙（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8:10-8:20 
边境城市的产业空间演化——以云南瑞丽为例  

报告人：宋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  

8:20-8:30 
尺度分析视域下的东南亚地缘经济空间分割与重叠  

报告人：熊理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8:30-8:40 
西方城市区域研究进展：新兴地缘政治视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报告人：李禕（河海大学副教授   ）  

8:40-8:50 
“澜湄合作”的地缘政治话语与想象  

报告人：王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8:50-9:0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研究  

报告人：彭飞（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9:00-9:10 
1979 年以来中美态度的差异及持久性(报告题目) 

报告人：沈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9:10-9:20 
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与案例解析  

报告人：胡志丁（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9:20-9:30 
巴基斯坦国内恐袭时空分布特征及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报告人：公茂玉（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讲师）  

9:30-9:40 
明清晋商万里茶路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报告人：张仲伍（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副教授）  

9:40-9:50 
“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地缘经济自循环生态圈的构建  

报告人：王淑芳（天津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9:50-10:00 
近三十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土地利用 /覆盖时空变化研究  

报告人：洪亮（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10:00-10:30 茶歇  

大会交流报告（下半场）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30-12: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李贵才（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评论人：刘建忠（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10:30-10:40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  

报告人：马腾（杭州师范大学经管学院讲师）  

10:40-10:50 
中国地缘环境研究进展与思考  

报告人：胡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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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泰北华人社会治理参与基础与实践问题：源自华人社团的经验  

报告人：李正（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11:00-11:10 
非洲地缘政治与族群问题的关联性研究——以大湖地区为例  

报告人：胡洋（云南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11:10-11:20 
地缘关系视角下的跨境旅游合作与发展  

报告人：高大帅(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11:20-11:30 
基于中非合作的批判地缘政治议题——为何中国比印度更受媒体关注？  

报告人：朱竑（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安宁（广州大学讲师）  

11:30-11:40 
全球初级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及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地缘启示  

报告人：蒋小荣（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11:40-11:50 
生态位视角下中美地缘经济权力关系演变  

报告人：熊琛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1:50-12:00 
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战争的时空分布格局及战争重心位移研究  

报告人：芦学良（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12:00-13:30 午餐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大会交流报告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14:00-16: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刘建忠（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评论人：刘云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14:00-14:10 
中国在吉布提的海外基地建设研究  

报告人：马祥雪（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  

14:10-14:20 
基于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旅游在国际冲突中的应用逻辑——以中韩为例  

报告人：李书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研究生）  

14:20-14:30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进展  

报告人：李钰华（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14:30-14:40 
中马经贸合作的地缘战略考量  

报告人：张轩诚（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14:40-14:50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研究  

报告人：张宁月（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  

14:50-15:00 
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影响中资银行海外空间布局？  

报告人：曾贝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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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的文献综述  

报告人：廉成（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15:10-15:20 
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建设研究  

报告人：于淙阳（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  

15:20-16:00 
（预留报告时间）  

……  

大会闭幕式  

（201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16:00-17:00）  

地点：山西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  

16:00-17:00 

主持人：王国梁（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地理

学会理事长）  

一、 山西师范大学相关领导讲话；  

二、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宋长青教授致辞

并宣布大会闭幕。  

三、 大会执行正、副秘书长宣布大会结束后地理实习行程及安排。  

17:00-18:00 乘车返回宾馆  

18:00-20:00 晚餐  

注：本表仅供参考，如不慎遗漏了您的报告，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十、联系方式：  

王   蕾：办公室电话  0357-2051200；手机 15035768259 

张岩青：办公室电话  0357-2051200；手机 13593529472 

电子信箱：zzdlydygx@163.com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贡院路 1 号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041004）  

 

 

 

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章）  

                                   2018 年 9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