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

丝路论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追求资源集约

高效利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增强的发展模式已

经成为我国发展的新方向。为服务绿色转型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西安交通大学于2022年7月成立了“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并于2022年10月成功举办了首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在

公共管理与资源环境相关领域取得了较大反响与广泛认可。为了庆祝西安交

通大学建校128周年，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在资源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的主

要问题，促进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跨学科的深入交流与讨论，进而为政府

在资源与环境治理决策中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由西安交通大学社科处、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拟于2023年5月

20-21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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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主题：一、论坛主题：

二、论坛基本信息

主要议题：

1.新时代土地制度改革

2.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3.“无废”城市建设与城市共生

4.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

5.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

6.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美丽乡村与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8.生态服务系统的价值实现

1.时间：

论坛时间：2023年5月20日-21日

报到时间：2023年5月19日

2.地点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涵英楼

3.举办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

三、会议议程

02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发言嘉宾总构成：主旨报告专家8人；平行论坛报告专家69人，期刊主编

6人；共计79人。

本届会议分为“主旨论坛”、“平行论坛”、“名刊视角”三部分。“主

旨论坛”和“名刊视角”将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与知名期刊主编做主旨演讲。“

平行论坛”将针对公共管理和资源环境等学科的前沿问题设置十个平行论坛,拟

邀请公共管理和资源环境等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报告。

（二）平行论坛：5月20日16:15-17:45；5月21日08:30-10:00

（三）名刊视角：5月21日（周日）10:15-12:00

共设10个平行论坛，每组论坛包括5-7个报告，时长90分钟以内（除报告

嘉宾外，邀请1位主持人，每个报告10分钟，分论坛报告结束后总体点评与讨

论20分钟）。

（一）主旨论坛：5月20日（周六）09:00-16:00

六位期刊主编依次发言，每人15分钟，讨论与问答15分钟。

会议日程

主持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董新宇教授

致辞：

西安交通大学副书记 孙早

待定

待定

拍照合影

开幕式

9:00

09:30

5月20日

报道地点  西安西部创新港蔓兰酒店

 西安西部创新港蔓兰酒店住宿地点 

  5月20日  午餐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朗清苑三楼用餐地点

                 5月20日  晚餐 蔓兰酒店晚餐

                 5月21日  午餐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朗清苑三楼

涵英楼

5-2W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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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一    

主旨报告二

主持人：

梅    红  西安交通大学社科处处长

发言人：

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院长

题 目：待定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题 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的资源环境效应

刘    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长江学者讲席教授

题 目：社会经济代谢与资源环境管理

林永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

题 目：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与外资企业区位选择

主持人：

待定

发言人：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题 目：新型城镇化中土地非农化政策创新

刘    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长聘教授

题 目：中国碳中和的经济和排放影响—— 基于嵌入CCS技术的动态CGE 

李国辉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题 目：双碳背景下关中地区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刘    哲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题 目：全球多样化的生态工业发展实践策略、国际规制及其协同效益

            核算方法研究

9:45

11:45

14:00

16:00

5月20日

涵英楼

5-2W201

涵英楼

5-2W201

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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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土地分论坛一：新时代土地制度改革

主持人：

杨东朗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张晓滨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青年研究员  

题 目：产权改革对地方互动的影响：以土地整治权属调整和土地流转

            为例

周天肖 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

题 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是如何自组织利用集体土地的？来自浙

            江、福建和贵州的多案例研究

李    刚 哈尔滨剑桥学院  讲师

题 目：耕地资源保护外溢效应、农业技术创新战略模式与国家粮食安

            全发展路径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主要农业省份面板数据

蒲文芳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产业转型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研究

李    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资源集聚型环境规制推动了农业碳减排吗？以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为例

马峥嵘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硕士生

题 目：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域内宅基地盘活的模式选择：基于群体异

            质性视角

石    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商品化内涵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16:15

17:45

5月20日

涵英楼

5-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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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一    

主旨报告二

主持人：

梅    红  西安交通大学社科处处长

发言人：

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院长

题 目：待定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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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长江学者讲席教授

题 目：社会经济代谢与资源环境管理

林永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

题 目：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与外资企业区位选择

主持人：

待定

发言人：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题 目：新型城镇化中土地非农化政策创新

刘    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长聘教授

题 目：中国碳中和的经济和排放影响—— 基于嵌入CCS技术的动态CGE 

李国辉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题 目：双碳背景下关中地区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刘    哲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题 目：全球多样化的生态工业发展实践策略、国际规制及其协同效益

            核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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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W201

5月20日

04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土地分论坛一：新时代土地制度改革

主持人：

杨东朗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张晓滨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青年研究员  

题 目：产权改革对地方互动的影响：以土地整治权属调整和土地流转

            为例

周天肖 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

题 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是如何自组织利用集体土地的？来自浙

            江、福建和贵州的多案例研究

李    刚 哈尔滨剑桥学院  讲师

题 目：耕地资源保护外溢效应、农业技术创新战略模式与国家粮食安

            全发展路径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主要农业省份面板数据

蒲文芳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产业转型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研究

李    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资源集聚型环境规制推动了农业碳减排吗？以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为例

马峥嵘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硕士生

题 目：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域内宅基地盘活的模式选择：基于群体异

            质性视角

石    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商品化内涵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16:15

17:45

5月20日

涵英楼

5-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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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论坛二：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主持人：

黎   洁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李    鑫 中国矿业大学  副教授

题 目：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多尺度公平性与空间优化调控

沈孝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陈    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land use conflict: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吴    俣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融入与搬迁农民获得感

张若焰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孙晶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与耕地撂荒：就业区域还是就业质

            量重要？

8:30

10:00

5月21日

06

资源分论坛：“无废”城市建设与城市共

主持人：

待定 

发言人：

刘意立 长安大学  讲师

题 目：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垃圾分类管理再分析

许琴琴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以黄河流域36座资源型

            城市为例

郝梦阁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中国城市无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

孙晓宇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区位选择

陈学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新冠疫情对再生资源交易的影响评估及政策启示—— 以铜废料

            为例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74

涵英楼

5-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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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论坛二：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主持人：

黎   洁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李    鑫 中国矿业大学  副教授

题 目：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多尺度公平性与空间优化调控

沈孝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陈    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land use conflict: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吴    俣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融入与搬迁农民获得感

张若焰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孙晶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与耕地撂荒：就业区域还是就业质

            量重要？

8:30

10:00

5月21日

06

资源分论坛：“无废”城市建设与城市共

主持人：

待定 

发言人：

刘意立 长安大学  讲师

题 目：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垃圾分类管理再分析

许琴琴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以黄河流域36座资源型

            城市为例

郝梦阁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中国城市无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

孙晓宇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题 目：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区位选择

陈学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新冠疫情对再生资源交易的影响评估及政策启示—— 以铜废料

            为例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74

涵英楼

5-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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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论坛一：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1

主持人：

杜    栋 河海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杜    栋 河海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题 目：城市碳管理：从“碳预算”到“碳审计”

李崇茂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国家能源基地WEF量化与能源安全问题

张心雨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硕士生

题 目：贸易开放促进中国农业低碳发展了吗？

徐    玥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国农业净碳效应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特征

牛雪寒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研究生

题 目：社会意识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郭晓畅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生计策略下技能培训对农村低碳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

张开琼（共同作者：彭子怡）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国蔬菜产业碳排放研究：碳排、碳汇测算及低碳生产效率评价

李    霄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碳交易试点评估—— 溢出效应与减排路径

16:15

17:45

5月20日

08

环境分论坛二：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2

主持人：

 张振华 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

发言人：

 张振华  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

题 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上官相乐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什么影响了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杨亨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本科生

题 目：个人碳账户：理论框架、实践经验与中国路径

孔婷婷 西安工业大学经管学院

题 目：环保投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王    洋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基于科技大数据的人才规律及政策分析

毕静煜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Do Well, Say Good: Transforming Green Innovation into Financial

              Return through Tone Management

8:30

10:00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1日

涵英楼

5-6072

涵英楼

5-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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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论坛一：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1

主持人：

杜    栋 河海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杜    栋 河海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题 目：城市碳管理：从“碳预算”到“碳审计”

李崇茂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国家能源基地WEF量化与能源安全问题

张心雨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硕士生

题 目：贸易开放促进中国农业低碳发展了吗？

徐    玥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国农业净碳效应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特征

牛雪寒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研究生

题 目：社会意识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郭晓畅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题 目：生计策略下技能培训对农村低碳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

张开琼（共同作者：彭子怡）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国蔬菜产业碳排放研究：碳排、碳汇测算及低碳生产效率评价

李    霄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碳交易试点评估—— 溢出效应与减排路径

16:15

17:45

5月20日

08

环境分论坛二：绿色发展与“双碳”目标2

主持人：

 张振华 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

发言人：

 张振华  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

题 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上官相乐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题 目：什么影响了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杨亨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本科生

题 目：个人碳账户：理论框架、实践经验与中国路径

孔婷婷 西安工业大学经管学院

题 目：环保投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王    洋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基于科技大数据的人才规律及政策分析

毕静煜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Do Well, Say Good: Transforming Green Innovation into Financial

              Return through Tone Management

8:30

10:00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1日

涵英楼

5-6072

涵英楼

5-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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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论坛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

主持人：

马    竞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李维琴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政策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乡村生态治理参与？——基于

            基层信任的调节效应分析

王心雨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生

题 目：政府环境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发生机理与优化路径

段露燕（其他作者：裴索亚）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基本模式及实践情境

杨芷菁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央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配及逻辑阐释

邵方  （其他作者：于巧凤，汤勇）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硕士生

题 目：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路径研究

汤    瑜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政府环境注意力与污染减排：信号效应与作用机制

武    龙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环保考核、政府间协同与大气污染治理—— 基于中国环保重点

            城市的实证分析

8:30

10:00

5月21日

10

环境分论坛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

主持人：

 郭家骅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发言人：

 郭家骅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题 目： 基于环境DNA的北洛河多营养级生物群落对多环芳烃的响应

李冬冬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考虑消费者里程焦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政策研究

郭道燕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环境规制和数字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影

            响研究

关    婷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研究生

题 目：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陕西省植被NDVI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邱雪萍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  硕士生

题 目：生活能源选择对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基于不同居住

            安排视角

王浥尘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大气科学前沿技术在公管领域的应用：以政策执行为例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38
涵英楼

5-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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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论坛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

主持人：

马    竞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李维琴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政策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乡村生态治理参与？——基于

            基层信任的调节效应分析

王心雨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生

题 目：政府环境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发生机理与优化路径

段露燕（其他作者：裴索亚）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基本模式及实践情境

杨芷菁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中央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配及逻辑阐释

邵方  （其他作者：于巧凤，汤勇）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硕士生

题 目：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路径研究

汤    瑜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政府环境注意力与污染减排：信号效应与作用机制

武    龙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环保考核、政府间协同与大气污染治理—— 基于中国环保重点

            城市的实证分析

8:30

10:00

5月21日

10

环境分论坛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

主持人：

 郭家骅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发言人：

 郭家骅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题 目： 基于环境DNA的北洛河多营养级生物群落对多环芳烃的响应

李冬冬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考虑消费者里程焦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政策研究

郭道燕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环境规制和数字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影

            响研究

关    婷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研究生

题 目：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陕西省植被NDVI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邱雪萍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  硕士生

题 目：生活能源选择对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基于不同居住

            安排视角

王浥尘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大气科学前沿技术在公管领域的应用：以政策执行为例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38
涵英楼

5-6015



11

环境分论坛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

主持人：

龙    鑫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发言人：

龙    鑫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题 目：人为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李    霞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博士后

题 目：关中盆地冬季大气颗粒物污染来源解析与污染控制

Ali Sohail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Explo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health status,CO2 

             emissions, and energy use in the top 20 highest emitting 

             economies: based on the CS-DL and CS-ARDL approaches

李墨馨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影响研究

何俊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女性与环境关心：时间利用的作用与机制

刘秋雨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变棕”

8:30

10:00

5月21日

12

生态分论坛一：美丽乡村与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主持人：

 苗   壮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发言人：

 苗    壮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题 目： 农业绿色增长核算: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立体分解

韦    艳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教授

题 目：多尺度视角下呼包鄂榆城市群碳汇核算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徐冠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村干部领导力、农户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意愿

陈东辉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生态知识、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

康    翔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种养空间分离与化肥减量行动：时空演变、未来趋势与治理对策

李    飞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农业系统转型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探究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66
涵英楼

5-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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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论坛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

主持人：

龙    鑫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发言人：

龙    鑫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题 目：人为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李    霞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博士后

题 目：关中盆地冬季大气颗粒物污染来源解析与污染控制

Ali Sohail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Explo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health status,CO2 

             emissions, and energy use in the top 20 highest emitting 

             economies: based on the CS-DL and CS-ARDL approaches

李墨馨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影响研究

何俊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女性与环境关心：时间利用的作用与机制

刘秋雨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题 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变棕”

8:30

10:00

5月21日

12

生态分论坛一：美丽乡村与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主持人：

 苗   壮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发言人：

 苗    壮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题 目： 农业绿色增长核算: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立体分解

韦    艳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教授

题 目：多尺度视角下呼包鄂榆城市群碳汇核算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徐冠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村干部领导力、农户政治信任与集体行动意愿

陈东辉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生

题 目：生态知识、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

康    翔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种养空间分离与化肥减量行动：时空演变、未来趋势与治理对策

李    飞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农业系统转型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探究

16:15

17:45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5月20日

涵英楼

5-6066
涵英楼

5-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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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分论坛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现 

主持人：

杜鸣溪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发言人：

魏新河 辽宁理工大学  教授

题 目：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振兴与组织人才建设

郭韦杉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博士生

题 目：益农视角下生态产品调节服务定价研究—— 以退耕还林为例

费梓萱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黄河流域陕西段城市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及科技创新影响分析

刘    奎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

题 目：基于CCD-SDM的西安市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效应时

            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王    建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博士生

题 目：未来气候情境下中国谷物进口风险及其优化

8:30

10:00

5月21日

14

名刊视角

主持人：

杨小军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发言人：

王庆日 《中国土地科学》  执行主编

牛建林 《中国人口科学》  编辑部主任

黄欣卓 《公共管理学报》  学术编辑/副编审

刘呈庆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龚    宇 《科研管理》  助理编辑

张    丛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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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巍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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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英楼

5-2W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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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贤金，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土

地学会副理事长，《现代城市研究》主编，《土地经济研究

（集刊）》联合主编。主要从事土地政策与管理、国土空间

规划、资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在SCIENCE 

ADVANCES/CITES/《中国土地科学》《新华文摘》等发表

论文100多篇。

主旨报告嘉宾简介
（以姓名首字母排列）

李国辉，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

“百人计划”。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数值模拟、云与气溶胶

相互作用和气溶胶气候效应方面的研究，以第一及通讯作

者在 PNAS、 GRL、 ACP、 JGR 等国际高影响力期刊发

表论文50余篇，被引 7500 余次。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大

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中

科院先导专项（B类）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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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林永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理事，多伦多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绿色发

展 、 可 持 续 发展、市场经 济 理 论 与 实 践 。 论 文 刊 载 于

E c o l o g i c a l  E c o n o m i c s ， E n e r g y P o l i c y,  A p p l i e d 

Economics等期刊。主持完成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委托的多项课题，相关咨询报告获

国家领导人批示。

刘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聘教授、长江讲席

教授，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授，主要从事资源安全、产业

生态与城市循环低碳发展研究，曾在挪威和丹麦工作任教

14年。现担任国际产业生态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理 事 及 资 源 流 动 与 管 理 研 究 专 委 会 副 主 任 兼 秘 书 长 ，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共同主编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

展领域十余份主要期刊编委。获国际产业生态学会授予

R o b e r t  A .  L a u d i s e奖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S c i e n c e  & 

Technology颁发James J. Morgan青年科学家奖，数字化建成

环 境 大 会 颁 发B e s t  R e s e a r c h奖 。 在N a t u r e  C l i m a t e 

Change、Nature Food、Nature Communications、One 

E a r t h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等 国 内 外 顶 级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1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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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录，男，汉族，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担任华中

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10-2013）、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2013-2021），兼任中国土地学会第五、第六、

第七届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持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0余

项。获得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提名。在China Economic Review、Land Use 

Policy、Habitat International、《管理世界》、《中国土地科

学》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刘宇，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新体制长聘教授，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兼任中国系统

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双

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研究主要集

中于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能源与环境政策

的经济和排放影响。目前，发表期刊论文168篇，其中，

S C I （ S S C I ） 论 文 1 1 0 篇 ， 在 国 际 知 名 期 刊 N a t u r e 

Communications, Nature Sustainability, Energy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等发表多篇论文。主持

科研课题56项，其中，包括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双碳专

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

急项目等。

18

第二届“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创新”丝路论坛

董新宇，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政协参政议政特聘专家，

西安交通大学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交通

大学“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政府治理与创新

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治理与政府改革。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子课题及省部级课题20余项。兼任陕西省教指委公共管

理类工作委员秘书长。

周忠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西

安交通大学领军学者、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部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MPA）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首

席专家，入选国家级领军人才计划和青年人才计划，担任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卫生经济

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等学术兼职。

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资

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

所兼职教授。兼任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

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曾获得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2 0 1 1） 、 国 家 万 人 计 划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领 军 人 才 （

2014）、陕西省杰出人才（2020）等奖励和荣誉。研究

成果曾被Science杂志报道和介绍。

西安交通大学参会人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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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参会人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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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剑，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社会保

障、智慧健康养老等，入选“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

英才支持计划”；兼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青年委员

会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

著5部，研究成果5次得到省部级文件采纳或领导批示。

郭雪松，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等领域

的研究工作。在D i s a s t e r s、 D i s a s t e r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H o m e l a n d S e c u r i t y a n d 

Emergency Managemen、《公共管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

文多篇。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

省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研究

工作。多次获得优秀学术论文奖励，与国际学术机构开展

了广泛合作。

杜巍，山东潍坊人。管理学博士，现任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流动人口可持续生计与公共政策。主持完成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1项，陕西省

社科基金1项。发表论文20余篇，合著《员工社会网络与

个人绩效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生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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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

管理和项目管理。兼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服务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

会专家，陕西省土地房地产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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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三农工作咨

询专家。入选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

杜鸣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资

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

拔尖人才”计划（A类）。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科学、

生态环境管理与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青年编委，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等

SCI期刊外审专家，美国地球物理年会等国际会议的召集

人、主持人和相关奖项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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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资源

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客座教

授。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六十余篇，研究成果受到美国耶

鲁大学、中国科学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国内外学术机构

和媒体报道。荣获加拿大Izaak Walton Killam Fellowship、

加 中 交 换 学 者 、 联 合 国 大 学 P r o S P E R . N e t  Y o u n g 

Researcher(UNU-IAS)青年学者、福建省闽江学者、辽宁

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

计划（A类）等国内外学术奖项和学术荣誉。

王洋，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资源

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陕西省“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计划（A类）。研

究领域包括科技政策与创新、网络科学、数据科学等。主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2项 ， 发 表 包 括N a t u r e（2篇 ） 、Nature 

Communications、Physical Review Letters在内的论文十余篇，研

究成果被国内外数十家媒体报道七十余次，获陕西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李霄，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资源

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博

士后。主要从事环境资源经济、政策与管理研究，发表学

术论文30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高层次人

才计划”支持。现任国际产业生态学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态学学会产业生态专委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

报告评审专家、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多部SCI/SSCI期

刊编委。

阎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

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

中心研究员，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绩效管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现任中国留美公共管

理学会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担任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同行评

议专家和多个重要期刊的匿名评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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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西

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B类）。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立足土地系统科学，围绕农业系统与粮食安全

开展了系统研究，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项，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1项。

王浥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交大

“青年拔尖人才”称号。发表SCI/SSCI论文36篇，总被引

1300余次，其中引用过100次的论文两篇（均为ESI高被

引论文），H-index为21。荣获陕西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6），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6）。

杨小军，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公共政策评估、农

林经济管理等，先后在SSCI/SCI和CSSCI等期刊发表中英

文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省部级等课题20余项。

石琛，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资

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年在香港大学获哲

学博士学位，2019年入选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人

才引进项目”、西安交通大学“青年优秀人才”计划（

A类）。主持纵向科研课题5项，研究成果发表于Urban 

Studies、《中国土地科学》等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

文多次入选ESI高被引论文，以第一完成人获陕西省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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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管理评论》等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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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持“学汇百家、公行天下”的理念，致力于培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

场，掌握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学院已构建起从公共管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博士后的多层次培养结构，拥有全日制学术型人才培养与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层次完整、贯通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拥有公共管

理一级学科博士点，是全国首批应急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公共管理硕士（

MPA）专业硕士培养单位。学院建立了国内首个“公共政策社会实验平台”，

已初步形成公共政策与管理数据库、社会实践基地、政策实验基地、政府合作平

台、人才培养平台、国际合作平台等6个平台为支撑的综合集成性实验体系和学

科环境。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成立于2004年，由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和

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专家、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

担任首任院长。学院设公共管理系、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政府管理与治理创新研

究所、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拥有省部级科研基

地6个、合作共建科研基地4个，同时还设有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中心和

高级公务人员培训中心。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获评

“A-”。

学院拥有学科交叉、结构合理、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

教师70人，其中教授及副教授56人，先后入选各类国家级人才项目12人次。李

树茁教授担任国务院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朱正威教授担任教育部公共管理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忠良教授担任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杜海峰教授

担任陕西省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董新宇教授为陕西省公共管理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学院有4人次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常务理事以上职

务；8人次担任国际知名期刊编委，21人次担任国内知名期刊编委。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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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始终秉持“中国问题、国际视野、服务社会”的宗旨，回应经济社会发

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人口与发展、老

龄事业、新冠疫情防控、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领域贡献公共管理的理论智慧和

实践担当，实现学科建设的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学院教师共承担各类国家级

基金项目140余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3项。近五年，学院教师发表国际国内高水平论文600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34部，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28项，国家和省部级领导批示采

纳的智库成果30余项，部分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公共政策。相关研究工作和科研

成果被《Science》、《Nature》、PNAS等期刊公开发表和报道。

学院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研究平台。各学科方向与相关领域一批

国际顶尖或知名的科学家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学术合作与对话机制。与斯坦福大学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新南威尔士大

学、南安普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相关学科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与交流机制。

学院将以创建中国一流的国际化、研究型学院为目标，以培养现代社会发展

需要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人才为己任，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我国公共

管理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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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依托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陕西三秦学者创新团队，现已汇聚一批资

源与环境治理方向的国家级、省级人才，且绝大部分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以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香港大学为代表，中心已构建了高水平的国

际合作网络，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充分开展学术创新、交流与合作。此外，

与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和4个地级市的校政合作网络，为中心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充

分的政府支持与资源保障。

中心面向全球性、区域性、国家性需求，遵循“社会问题-学术研究-政策分

析-政策实验-政策实施-国家战略”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面向“国际对话，民

生对话，社会交流，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政策咨询”的要求，服务国家和陕西

省在资源与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创新和治理实践，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生态移

民与贫困治理；2.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3.资源循环与低碳发展；4.环

境发展与绿色经济；5.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为了服务绿色转型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西安交通大学资源

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于2022年7月成立。中心立足学术研究，秉持“立足西部、

中国问题、国际视野、服务社会”的发展理念，坚持开放性、多学科融合性、高

层次性与国际性，开展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交叉研究，承担

学科发展、人才集聚、建言献策等重要职能。

中心将通过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创新，实现我校公共管理学

科立体式、交叉性、多层次的建设与发展；通过聚焦前沿领域的研究问题和促进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为该领域国内外优秀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在学校

“十四五”规划指导下，落实教育部“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要求，促进我校哲学

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深度融合和集成创新。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简介 交通信息

（一）交通说明（终点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位置图

（2）地铁路线：14号线→2号线→5号线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乘坐14号线（贺韶方向），在西安北站地铁站下车，转乘

2号线（韦曲南方向），在南稍门地铁站下车，转乘5号线（创新港方向），在创新

港东地铁站下车前往蔓兰酒店，或在创新港地铁站下车前往陕西西安中国西部科技

创新港，全程约2小时35分钟。

（1）出租：费用约85元，50分钟左右

地铁运行时间：2号线06：00-23：50，5号线06：00-23：15，14号线06：

0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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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资源与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创新和治理实践，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生态移

民与贫困治理；2.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3.资源循环与低碳发展；4.环

境发展与绿色经济；5.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为了服务绿色转型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西安交通大学资源

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于2022年7月成立。中心立足学术研究，秉持“立足西部、

中国问题、国际视野、服务社会”的发展理念，坚持开放性、多学科融合性、高

层次性与国际性，开展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交叉研究，承担

学科发展、人才集聚、建言献策等重要职能。

中心将通过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创新，实现我校公共管理学

科立体式、交叉性、多层次的建设与发展；通过聚焦前沿领域的研究问题和促进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为该领域国内外优秀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在学校

“十四五”规划指导下，落实教育部“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要求，促进我校哲学

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深度融合和集成创新。

西安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简介 交通信息

（一）交通说明（终点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位置图

（2）地铁路线：14号线→2号线→5号线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乘坐14号线（贺韶方向），在西安北站地铁站下车，转乘

2号线（韦曲南方向），在南稍门地铁站下车，转乘5号线（创新港方向），在创新

港东地铁站下车前往蔓兰酒店，或在创新港地铁站下车前往陕西西安中国西部科技

创新港，全程约2小时35分钟。

（1）出租：费用约85元，50分钟左右

地铁运行时间：2号线06：00-23：50，5号线06：00-23：15，14号线06：

0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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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酒店－会场步行示意图

2. 西安站

3. 西安北站

（1）出租：费用约85元，55分钟左右

在西安站乘坐4号线（航天新城方向），在建筑科技大学·李家村地铁站下

车，转乘5号线（创新港方向），在创新港东地铁站下车前往蔓兰酒店，或在创新

港地铁站下车前往陕西西安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全程约1小时15分钟。

地铁运行时间：4号线06：00-23：00，5号线06：00-23：15

（2）地铁路线：4号线→5号线

（1）出租：费用约100元，45分钟左右

在西安北站乘坐2号线（韦曲南方向），在南稍门地铁站下车，转乘5号线

（创新港方向），在创新港东地铁站下车前往蔓兰酒店，或在创新港地铁站下车

前往陕西西安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全程约1小时35分钟。

（2） 地铁路线：2号线→5号线

地铁运行时间：2号线06：00-23：50，5号线06：00-23：15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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