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 

The 21th Conferenc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会议手册 

 

 
 

 

2022 年 12 月 17-18 日 

河南  开封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协调组/中国产业集群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会议学术委员会（按姓名笔画顺序排列） 

王  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丘海雄  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苗长虹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岳芳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 

杨蕙馨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 

胡汉辉  东南大学经管学院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顾庆良  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耿明斋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臧旭恒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魏  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会议召集人： 

苗长虹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肖飞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会议日程总览 

会议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2 月 17 日 
19:00- 

20:00 
线上见面会 

腾讯会议号： 

163 518 467 

12 月 18 日 

 

08:30- 

09:00 
开幕式 

腾讯会议号： 

890 595 473 

09:00- 

12:05 
大会主旨报告 

腾讯会议号： 

890 595 473 

14:00- 

17:15 

分会场 1：区域创新体系与产业集

群转型升级 

腾讯会议号： 

982 291 103 

分会场 2：农业产业集群与区域可

持续发展 

腾讯会议号： 

276 790 541 

分会场 3：绿色/低碳经济与产业体    

系重构 

腾讯会议号： 

464 572 865 

17:15- 

18:00 
圆桌论坛 

腾讯会议号： 

890 595 473 

18:00- 

18:15 
闭幕式 

腾讯会议号： 

890 595 473 

 

主会场及分会场会务组负责人名单及联系方式 

地点 联系方式 负责人 

见面会 16663786197 高小玲 

主会场 16663786197 高小玲 

分会场 1  16663786197 高小玲 

分会场 2  16668275526 陈思 

分会场 3  18338635575 孙孝良 

 

注：因时间仓促，本手册编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疏漏，敬请各位谅解，我们会在今后工作中

加以改进，如有问题和建议请与会务人员联系，谢谢！ 



三、大会会议日程 
12 月 18 日上午（08:30-12:05） 开幕式 大会报告 

腾讯会议号：890 595 473 

开幕式（08:30-09:00） 

主持人：陈肖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08:30-09:00 

主持人介绍与会专家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 致辞 

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协调组王缉慈教授   致辞 

与会代表线上合影留念 
大会报告Ⅰ（09:00-10:40） 

主持人：苗长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09:00-09:25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缉慈教授 

产业集群是跨产业的空间概念 

09:25-09:50 
美国瓦萨大学（Vassar College）地球科学与地理系  周宇教授 

Chinese paths of innovation 

09:50-10:15 
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王珺研究员 

传统产业集群的内生能力与演进 

10:15-10:40 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胡汉辉教授 

产业创新集群的特征与苏州实践的观察 

会间休息（十分钟） 

大会报告Ⅱ（10:50-12:05） 

主持人：岳芳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 

10:50-11:15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赵作权研究员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国际经验与启示 

11:15-11:40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王琛教授 

剧变时期集群战略耦合与制度创新：以浙江产业链链长制为例 

11:40-12:05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河南省特聘教授  李二玲教授 

农业产业集群绿色转型机制与实现路径 



分会场 1：区域创新体系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时间：12 月 18 日 14:00-17:15  腾讯会议号：982 291 103 

主持人：曹贤忠   点评人：段 杰、司月芳 

时间 汇报题目 汇报人 单位 

14:00-14:15  
多维邻近视角下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创

新网络演化机理分析 
段 杰 深圳大学 

14:15-14:30  
集聚效应、技术禀赋差异与企业创新——基

于张江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司月芳 华东师范大学 

14:30-14:45  
跨区域创新合作政策对城市创新网络构建的

影响 
曹贤忠 华东师范大学 

14:45-15:00  

多样化还是专业化？中国产业集聚创新发展

路径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

学视角 

朱纪广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15:00-15:15  应急产业政策颗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杨 超 中国矿业大学 

15:15-15:30  
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的集群网络空间分布与

组织——基于半导体产业价值链细分视角 
刘 清 中山大学 

15:30-15:45 
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

化——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储锦超 浙江工业大学 

15:45-16:00 第三空间、咖啡厅与中国区县的创新绩效 陈玉娇 复旦大学 

16:00-16:15 

国家高新区及其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的空间

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

分析 

马丽亚 中央财经大学 

16:15-16:30 
郑州“1+8”都市圈县域科技创新水平评价

与空间组织 
张希阳 河南大学 

16:30-16:45 
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胡定国 吉首大学 

16:45-17:00 
中国红色景区抖音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影

响因素 
罗婉琳 河南大学 

17:00-17:15 评议与讨论 



分会场 2：农业产业集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时间：12 月 18 日 14:00-17:15  腾讯会议号：276 790 541 

主持人：喻忠磊   点评人：童 昕、赵宏波 

时间 汇报题目 汇报人 单位 

14:00-14:15 
黄河流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耦

合协调研究 
徐振华 山东师范大学 

14:15-14:30 
多重赊欠：重庆董镇寿衣产业集群发展

的微观机制 
冉利军 

《社会科学研究》

杂志社 

14:30-14:45 
青藏高原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 

——以理塘县为例 
代嘉欣 北京师范大学 

14:45-15:00 
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林农生计策略

与收入的影响 
王本业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15:00-15:15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的区域

差距研究——基于“南北”和“东西”

双重视角 

闫胜奎 安徽财经大学 

15:15-15:30 
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机制分析 

——以江浙地区为例 
张舒阳 吉首大学 

15:30-15:45 

双碳目标下奶牛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中国北方

15 省为例 

李现康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15:45-16:00 

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农

户增收效应——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

数与 CHFS 的实证分析 

万 航 吉首大学 

16:00-16:15 
城镇化能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吗？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实证 
韩 日 安徽财经大学 

16:15-16:30 
2014-2021 年中国财政千强镇的时空变

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志远 河南大学 

16:30-16:45 

政府驱动型淘宝电商产业集群形成的

过程与机理分析——以兰考县堌阳镇

为例 

李 晗 河南大学 

16:45-17:00 

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阶段特征与

驱动因素——以中牟县大蒜产业集群

为例 

赵永昌 河南大学 

17:00-17:15 评议与讨论 

 



分会场 3：绿色/低碳经济与产业体系重构 

时间：12 月 18 日 14:00-17:15   腾讯会议号：464 572 865  

主持人：梅丽霞   点评人：岳芳敏、孙华平 

时间  汇报题目  汇报人  单位  

14:00-14:15 

绿色金融支持传统产业集群绿色低碳转型

的机制与路径——以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为

例 

岳芳敏 
中共广东省委党

校 

14:15-14:30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生产率的空间影响效

应 
孙华平 江苏大学 

14:30-14:45 
面向未来的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路径研

究：以湖北省为例 
梅丽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4:45-15:00 
制造业集聚何以促成环境与经济的“和解”：

来自开发区设立的经验证据 
袁华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00-15:15 
产业集群视角下开发区转型升级机理研究 

——以广州开发区为例 
李 刚 华南理工大学  

15:15-15:30 
电子商务带来的产业集群去中介化及重构 

——以广东佛山家具产业集群为例 
王翔宇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

地理研究所  

15:30-15:45 
警惕“对口帮扶”政策引发的污染企业迁移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林柄全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15:45-16:00 
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中国产业链韧性测度研

究 
何 宇 三峡大学 

16:00-16:15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发挥减贫效应

了吗？ 
李 明 中国农业大学 

16:15-16:30  
产业协同集聚对碳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

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  
李宜展 三峡大学 

16:30-16:45 疫情冲击、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韧性 董 港 三峡大学 

16:45-17:15  评议与讨论  

 

 



12 月 18 日下午（17:15-18:15） 圆桌论坛 闭幕式 

腾讯会议号：890 595 473 

圆桌论坛（17:15-18:00） 

主持人：苗长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论坛主题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与实践 

 

 

论坛专家 

  王缉慈   教  授 

  顾庆良   教  授 

  胡汉辉   教  授 

  王  珺   研究员 

  杨蕙馨   教  授 

  曾  刚   教  授 

  赵作权   研究员 

  岳芳敏   教  授 

闭幕式（18:00-18:15） 

主持人：陈肖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18:00-18:05 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协调组王缉慈教授  总结发言  

18:05-18:10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  总结发言 

18:10-18:15 第二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举办单位 

代表发言 



四、主旨报告人简介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产业集群和工

业园区的相关研究。1968 年毕业于北大地质地理系，1980

年开始在北大地理系任教，曾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 21 世纪

发展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于

1992-2012 年连任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执委。

著有《现代工业地理学》《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发展与布局》《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超越集群一中国产业集群

的理论与实践》《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创新的空间一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修订版）》《探索产业区位》等，发表中英文论文二百余篇。 

 

 

周宇 

美国瓦萨大学地球科学和地理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和该

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1986 年获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环境

科学系学士学位，1989 年获硕士学位并同年赴美留学，1995

年从明尼苏达大学获地理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瓦萨任教。她的

研究起始于华人企业在美国的商业网络，华人企业的跨国网

络及美国移民社区的发展，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及鲁斯

基金会的科研支持，在许多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2000 年起，她主要投

入于关于中国高科技产业和中关村高科技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做了长期

的实地调查和访谈，成果已在美国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著有专著：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making Silicon Valley in Beijing, 2008, Roman 

and Littlefield. China as innovation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周宇是美

国地理学会和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员，曾任美国地理学会中国组主席，2008 年被

选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 

 



 

 

王珺 

   河北唐山人，管理学博士，省政府参事、《南方经济》

杂志主编，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背景：

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山大学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曾赴英国莱斯特大学（1988-1989）、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

究中心（1994-199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2005-2006）作访问学者。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院长、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注于转型经济、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

企业集群理论等学术研究。 

 

 

 

 

胡汉辉 

男，东南大学教授，产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南

京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1988-1991）、东南大

学科技处副处长（1992-2009）、校工会主席（2010-2016），

曾创建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1997），主

要从事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是“中国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研究协作网（络）”的早期和资深成员

（2002）。现任“昆山产业创新集群建设特聘顾问”和“苏州《产业与创新发展

年度报告（2022）：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集群》写作课题组”顾问，曾获“江

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99、2001）和“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201

3）。 

 



 

赵作权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乔治梅森大

学公共政策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现任工业和信息

化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专家、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

50 人论坛成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曾任德国马普

学会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

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国土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琛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

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雄安发展

中心副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区域科

学协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担任《Progress in 

Economic Geography》《地理科学》编委，在《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Regional Studie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主持多项国内外研究基金。 

 

李二玲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

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委

员，河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区域经济学科省

特聘教授，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

学访问教授，《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编委，获吴传

均人文经济地理优秀论文奖、河南省科技进步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多项学术奖励。 



五、河南大学简介 

河南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专业特色鲜明、文化底蕴

深厚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河南大学创立于 1912 年，始名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首任校长为林伯襄

先生，校园选建于河南贡院旧址之上。后历经中州大学、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又

称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 年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部分院系或独立建校或并入兄弟高校，校本部更名为河南师

范学院。后又经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1984 年恢复河南大学校

名。2008 年 10 月，学校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2017 年 9 月，学校入选首批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022 年 2 月，学校再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110 年来，学校恪守“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形成“团结、勤奋、严谨、

朴实”的校风和以“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培养 70 多万名

各类人才，为教育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突出贡

献。 

河南大学是一所拥有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医、农、教育、

艺术、交叉等 13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有 36 个学院（教研部）、

99 个本科专业、48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0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1

个博士学位授权以及学科、1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

排名前 1%），82 个本科专业进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学校拥有郑

州龙子湖校区和开封明伦校区（近代建筑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明

校区，总占地面积 5500 余亩。学校有全日制在校生近 5 万人、教职工 4600 多人，

教师中有专兼职院士、学部委员 22 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等

领军人才 59 人；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

个国家重点社科研究平台，3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5

个教育部和农业部重点实验室（中心），以及一批国家级教育、研究、培训基地；

办有河南大学出版社和 9种学术期刊，馆藏文献信息资源总量近 1300万册卷件；

先后与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2 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近年来，习近平、李克强、江泽民、贾庆林、李岚清、吴官正、李长春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莅校视察，对河南大学的发展寄予厚望。河南省委、省政府全

力支持河南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提质晋位，打造河南高等教育“双航母”。 

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当建设国家创新高

地和全国重要人才中心的大学使命，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原风格”的

发展定位，建设研究型、综合性世界一流大学，努力实现在中原大地起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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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端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商周文明，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源头。黄河文明既是黄河流域的区域文明，也是历史上代表华夏民族

的国家文明，是中华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同时也是世界

文明史上传衍最久最具持续性的轴心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黄河文明是凝聚中

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依据。以黄

河文明研究为切入点，回答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对于坚定中国发展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历史与

现实意义。 

河南大学坐落于黄河之滨，对黄河和黄河文明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

新世纪以来，通过整合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中国文学等传统优势

学科，学校创建了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

中心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以黄

河文明与沿岸地区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综合性研究与咨询机构，下设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所、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历史地理与社会变迁研究所、甲骨学与汉字文明研究所、文学文献研究所、民族

学研究所、文化遗产与都城文明研究所、空间数据科学与流域计算实验室、司法

文明研究所 10 个研究机构等，建有大型数据库平台—黄河学综合数据库。中心

以服务于“黄河文明伟大复兴”和“沿黄地区可持续发展”，构建“黄河学”学

术体系与知识体系，培养致力于黄河文明传承创新的学术团队和创新人才，推出

中原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黄河文明研究成果，一直是黄河文明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心的根本任务。中心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黄河学”的宏伟目标。

联合北京大学、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机构，组建“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2018 年获批认定为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围绕

“黄河学”学科建设，聚焦“黄河文明承传与转型”、“沿黄地区制度变迁与经

济发展”、“黄河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三大特色研究方向，承担了一批国家级和

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资政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家专业化高端智库作用初步

彰显，产出了《黄河开发与治理 60 年》、《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大黄河

风采》、《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文库》等系列成果。 

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历史机遇，中

心将进一步聚焦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黄河文化传承与转型发展、黄河中下游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逐步把中心建设成为特色

鲜明、优势显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黄河学”研究学术高地、黄河文明与世

界文明交流对话的高端平台、文史地综合交叉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 



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简介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祥和多元一体发展的核心

区域，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中最具凝聚力和影响力的主体文明，也是世界古文明

中延续至今且仍充满创造活力的伟大文明。黄河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

政治智慧和价值观念，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基因、治理模式和人文精神。习近

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

去。”整合资源协同研究黄河文明的发祥、发展和转型，在全球化时代回答好 “我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事关民族认同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大命题，

对于增强“四个自信”和河南省加快构筑国家重要文化高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大历史与

现实意义。 

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

的标准，本着“开放、集成、高效”的基本原则，以河南大学为牵头单位，协同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文明比较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河南省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政府、企业等单位优势创新资

源，全面梳理黄河文明发祥发展兴盛转折复兴的历史演进轨迹，深入挖掘黄河文

明丰厚的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黄河文明学术话语体系，

服务国家黄河开发治理与流域可持续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区建设、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

的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使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为中国文明源流探求和展示、

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学术重镇。 

 

 

 

 

 

 

 

 



八、河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简介 

河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 2005 年由河南省委宣传部在

河南大学设立的河南省重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10 年中心为了构建文理交叉、

多学科整合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依托环境与规划学院、经济学院、文学院、历史

文化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下设了区域经济研究所、工业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所、

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和中原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研究所。中心现有专兼职研

究人员 81 名，现任中心主任为李二玲教授。 

中心以地理学为牵头学科，通过整合经济、文学、历史、生态、马克思主义

理论等优势学科，重点研究中国尤其是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建设，形成了农户地理与农区发展、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

城市群与区域可持续性转型、中原文化与民族经济、金融地理与区域发展五个特

色研究方向，推出了一系列高层次研究成果。近三年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学术

论文 500 余篇，其中被 SSCI、SCI、CSSCI 和 CSCD 源期刊收录论文达 310 余篇，

在“三报一刊”上发表理论文章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编写教材 20 余部；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60 余项、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5 项；荣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10 余项。 

中心在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研究的同时，还重点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围

绕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需求，中心研究人员深度参与了河南省一系列重大战

略谋划和研究工作。从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国家战略规划论证和专题研究到

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的建议获批和建设，从郑汴一体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论

证到郑开大道两侧功能区规划模拟系统的设计和研发，从“一带一路”战略和“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河南问题到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论证，

积极研究并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了新型高端智库的作用。近三年来，中心承担国

家、地方或企业委托的评估或规划项目 60 余项，获批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和部

门采纳近 40 项。依托中心成立的“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型智库”，获批河

南省首批高校新型品牌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并于 2022 年被评为河南省高校新型

智库影响力十强，成功入选为中国 2022CTTI 来源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