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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鸿雁教授学术简历： 

一、基本状况 

1、现任职务 

张鸿雁，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 年享受中国国务院专家政府“特殊津

贴”。 

现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江苏

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院长、江苏匠工营国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长和首席专家、上海世博

会江苏馆规划设计首席专家、南京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首批企业注

册咨询专家、江苏城市更新研究院院长等。 

2、学术成果简述 

从 80年代初开始，城市科学及相关研究 45年，先后出版学术专著 30多部，在《历史

研究》《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城市问题》和《光明日报》

等学术杂志和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350余篇；主持（国家级）教育部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科研项目三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承担子项目两项）、重点项目一项

和青年项目一项；承担省部级和市级课题研究 40 余项；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学术研究课题、

规划设计项目、大型文化活动策划和相关旅游规划项目等有 400余项。2016年和 2020年两

次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00 年以来，四次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

二等奖，其他各类的省、市、学会等奖项及南京大学奖项等 40余项。 

首创“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并著有“城市文化资本论”四部曲，共计 290万字。 

3、学术兼职 

先后任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南京文化创意产业

协会会长、中国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研究院院长、长三角民宿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全域旅游发展专家顾问、中共江苏省委农业工作领导小组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乡村

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8 年被推举为上海世博会江苏省世博馆主题设计首席专家。

先后担任几十个市、县和企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顾问。 

4、其他兼职 

（1）任《中国名城》主编（2005—2016）。 

（2）任《中国城市评论》主编（2004—2008）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出版。 

（3）任《中国房地产评论》主编（2004—2009）东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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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1、学术工作单位 

先后在辽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四个大学工作过。 

1982年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1983年 7月晋升为讲师。 

1985年负笈游学江南，师从著名史学家吴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 7月在华东师

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35万字），1988年出版，

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读博士生期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上海市研究生会副主席。1986 年被

选举为上海市普陀区第九届人大代表。 

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担任东方学研究室主

任，并 1988 年创办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行政区划研究中心。199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晋升

为副教授。 

1990年 4月由时任东南大学校长的韦珏教授亲自过问引进到东南大学工作，1991 年担

任东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创办长三角城市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并和刘道庸院长一

起，筹建旅游专业，并积极引进人才。 

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初，由南京大学曲钦校长的直接约请，来到南京大学社会

学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在筹建博士点。同年，1994年由曲钦校长批准，在南京大

学创办“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工作。 

1997年以来先后担任南京大学社会系副主任、南京大学社会与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南

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长、江

苏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等职。 

2、主讲课程 

40多年来，因在四所大学工作过，又因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求，往往要求“新开课”和

“开设新课”，所以曾先后讲过讲授过 30多种（类型）的课程，主要有： 

在辽宁大学毕业工作期间讲授：（1）古代汉语；（2）先秦城市史学；（3）先秦考古

学；（4）中国古代通史。同时还在辽宁大学学报担任编辑工作。 

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期间讲授：（5）先秦城市经济史；（6）中国国情学；（7）中国

文化史。 

在东南大学工作期间讲授：（8）中西文化比较研究；（9）城市经济学；（10）经济史

学；（11）建筑文化学（公选课）；（12）公共关系与广告传播学（研究生）；（13）企业

策划与品牌整合营销（研究生）；（14）市场营销学（研究生）。 

在南京大学因工作时间比较长（1994 年至今），讲课类型比较多： 

本科生类：（15）城市社会学（主干课程 3个学分，开课 25年）；（16）城市管理经

营学；（17）中西文化比较学（全校的文化素质课，选课者有 1300 多人）；（18）企业形

象与个人形象；（19）企业策划与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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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类（研究生班的授课类别比较多，包括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班、公共管理学的研

究生班和商学院的研究生班等。所讲课程有：（20）现代社区理论（学硕主要课程，开课 25

年）；（21）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22）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战略；（23）城乡旅游规划

和旅游景区策划与规划；（24）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25）城市危机管理；（26）消费

心理学与消费行为学。 

博士生类：1997 年始在南京大学担任 20余位博士生导师以来，主讲三门：（27）城市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研究；（28）城市经济与房地产研究；（29）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与空间

社会学等。 

40多年的教学工作，讲过 30多种课程。古人云：“教学相长”“学学半”，通过课堂

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检验，使个体知识更复合化、科学化、学理化及可应用化。每一次“开新

课”和“新开课”都是一次智识镕炉的涅槃重生。 

3、相关经历 

（1）在 1986 年上海市高校辩论赛，任华东师范大学辩论队主辩，获得上海市第一名，

并受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奖励。 

（2）在东南大学担任系副主任时，因东南大学校报征集校歌而作词《春晖曲》，并作

为东南大学的第二校歌，见东南大学校报。 

（3）1986年被选举为上海普陀区第九届人大代表。 

三、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课题（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五项，重大课题三项） 

1、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项目编号：12&ZD029）

（2012 年）；这一课题出版《特色文化城市研究》丛书 5 本，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中

主报告张鸿雁著《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凤凰出版社 2019年），2020年获得

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2、主持中国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05JZD00038）（2005 年）；其中的主报告《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中国经

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其中子课题之一张鸿

雁著《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

奖； 

3、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项目编号：

03ASH004）（2003 年）。出版学术专著《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进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

治理创新》（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1&ZD001）子项目二项，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

化与城市功能转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2014年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 

5、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92 年）：《沿海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4 / 19 
 

四、主持完成省部级及市级课题 40 余项 

主要有： 

1、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委托课题《长江文化研究》。 

2、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3、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两个子课题：《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解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解读》。 

4、主持江苏教育厅重大项目《江苏软实力研究》。 

5、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宁镇扬一体化研究》。 

6、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江苏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7、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宁沪杭文化比较研究》。 

8、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江苏城市文化自觉研究》。 

9、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南京城市都市圈定位研究》。 

10、主持国家 985 项目《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社会学》项目。 

11、主持唐山市政府项目《唐山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文脉系统开发战略研究》。 

12、主持南京市政府重大课题《南京城市高品质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 

13、主持南京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南京城市形象与发展战略研究》。 

14、主持南京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南京城市危机处理研究》。 

15、主持长春市政府课题《长春特色文化城市研究》。 

16、主持南京市政府项目《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核心竞争力创新体系研究》。  

17、主持扬州市政府项目《“三个扬州”发展模式研究（扬州市政府）》。 

…… 

 

五、出版学术专著 30 余部 

主要有： 

首创“城市文化资本理论” “都市圈差序格局理论”“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理论”

“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理论”“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理论”“适度紧缩城市化发展理

论” “中国多梯度城市社会结构理论”“沿海与内地城市嵌入性结构关系理论”“制度型

投入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理论”“城市化的合法化危机的控制与整治理论”及“中国

城市社会来临与中国农民的终结”的理论与概念等。 

历经 30年，出版完成“城市文化资本论”四部曲（总计 290万字）： 

1、张鸿雁《中国城市文化资本论》南京出版社 2014年出版（133万字），（2023 年度

获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和江苏省“十四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支持）。 

2、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35万字）（国家级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成果）凤凰出版社 2019年；（2020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

科学一等奖） 

3、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75万字）(2012年获得江苏

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4、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45万

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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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鸿雁等《城市社会学新论》（4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 

6、张鸿雁等《城市更新与生活美学研究》（40万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年。 

7、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40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成果，2016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8、张鸿雁《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视角》（35万字）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9、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35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2001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10、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35万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年。（该

书是张鸿雁的博士论文：①于 1987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成果一等奖；②该书被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院校编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前 100页引用观点达 27处

之多，引用字数达 4000余；③又被日本《东洋史研究》第 4期 8卷 2号的文章多次转引；

④台湾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引用该书十几处） 

11、张鸿雁《智典——策划智慧风暴》（40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2、张鸿雁《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中西文化比较研究》（19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 

13、张鸿雁《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发展论》（20万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 

14、张鸿雁 邵颖萍《嬗变与整合——四平、泰州和南通城市文化本再生产》（40万字）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之一）。 

15、张鸿雁 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35

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2011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16、张鸿雁《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30万字）辽宁大学出

版社 1995年。 

17、张鸿雁《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治理与创新》（25万字）东

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202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 

18、张鸿雁等《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40万字）东南大

学出版社 2007年。 

19、张鸿雁等《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40万字）东南大

学出版社 2002年。 

20、张鸿雁等《江宁全域旅游的江宁发展之路：江宁织造双面绣—“五位一体”城乡统

筹》（28万字）中国旅游出版社 2020年。 

21、吴新兰 张鸿雁《差异与认同——沪宁杭文化特色比较研究》（25万字）凤凰出版

社 2019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之一）。 

22、张鸿雁等《五千年的历史切面：1949中国城市》（40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3、林广 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30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 

24、张鸿雁《企业形象设计新概念－－CIS设计与导入文化整合》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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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鸿雁等《水游城——时尚商业综合体设计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年。 

26、曹劲松 张鸿雁主编《成贤新研（2023）创新型城市的道与势》南京出版社 2024 年。 

27、曹劲松 张鸿雁主编《成贤新研（2022）创新型城市的智与识》南京出版社 2023 年。 

28、曹劲松 张鸿雁主编《成贤新研（2021）创新型城市的思与路》南京出版社 2022 年。 

29、张鸿雁主编《台湾的都市建设与公共事业》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 

30、张鸿雁 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 1》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1、张鸿雁 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 2》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2、张鸿雁主编《台湾对外经济与加工出口区》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 

…… 

六、主要获奖成果 20 余项 

其中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2020 年获得江

苏省政府一等奖；2016 年《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

一等奖。其余在 2002 年、2006 年、2010 年、2014 年的多项成果中，分别获得四个江苏省

政府二等奖。主要如下： 

1、2020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文化软

实力》（40万字）凤凰出版社 2019年。 

2、2019年获副省级城市党报理论研究一等奖。张鸿雁《对标世界一线城市创造发展“蓝

海”》《南京日报》。 

3、2016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

战略》（40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成果）。 

4、2015 年获得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称号。 

5、2015 年获得第二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优秀论文奖。张鸿雁《中国文化产业改革治理

的创新突破点与行动逻辑——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产业转型视角》 

6、2014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张鸿雁《中国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

论》《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 3期。 

7、2012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 

8、2010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张鸿雁 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

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9、2001 年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

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0、2010年获第十八届全国副省级报刊理论研究论文一等奖。张鸿雁《“都市转型病”

能否避免》《解放日报》（理论版）2010 年 7月 12日。（南京日报转载） 

11、1987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成果一等奖。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

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2、2004年获得南京市第二届“南京好市民荣誉称号”。 

13、2004年获得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奖。（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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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97年获得南京大学教学标兵奖。（南京大学） 

15、1998年获得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奖教金育才奖。（南京大学） 

16、1997年获得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奖教金学术研究奖。（南京大学） 

17、1996年获得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奖教金学术研究奖。（南京大学） 

18、1995年获得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奖教金社会发展奖。（南京大学） 

19、1992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省教委） 

20、1993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1、担任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2017 年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

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 

22、2021年第五届中国花园设计大奖赛上，张鸿雁等主持“匠村卧香”民宿获得优秀作

品提名奖。 

七、发表学术论文 350 余篇 

发表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管

理科学》《城市问题》《哲学与文化》（台湾）、《社会科学》《江海学刊》《学术月刊》

《光明日报》《城乡规划》《现代城市研究》和《中国软科学》等几十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 350余篇，其中有 8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高

等院校学报文摘》《文史知识》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发表文章主要有： 

1、 《“宁镇扬”文化都市圈场域创新——“金陵派文化”唱响与再建构》，《贵

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 

2、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3、 《“宁镇扬”文化都市圈场域创新：“金陵派文化”唱响与再建构》（摘编），

《江南时报》（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网易新闻、澎湃新闻、百度新闻、中国文旅

等转载），2024 年 5 月 29 日。 

4、 《将旅游产业打造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南京日报》，2024 年 5 月 29 日。

（《学习强国》等转载） 

5、 《将南京打造成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南京日报》，2023 年

6 月 21 日。 

6、 《论城市形象建设与城市品牌战略创新——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品牌战略

研究》，《文旅中国》，2023 年 5 月 18 日。 

7、 《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创新》，《南京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 

8、 《城市更新与生活美学——中国大城市中心区和复兴与永续》，《城市更新与

生活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年。 

《城市研究，是创造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力量》，央视媒体《中国推介》栏目专访

报道，2022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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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苏式江南文化”生活方式与乡村美学探索——“五种江南文化模式”研究》，

《新华日报》，2022 年 1 月 28 日。 

10、 《张鸿雁：城市更新需城市远见》，《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2021 年

4 月 1 日。 

11、 《张鸿雁：为长三角一体化构建“宁合”新力量》《新华日报》，2021 年 3 月

23 日。 

12、 《长三角一体化中南京“全球城市”定位战略与策略》，《新华财经》，202

0 年 9 月 22 日。 

13、 《产城融合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城乡规划》，202

0 年第 5 期。 

14、 《南京大学张鸿雁：加强南京两个层次的“开放”，以文化资本谋国际化机

遇》，《新华日报财经》，2020 年 9 月 30 日。 

15、 《张鸿雁：长三角未来要更有特色竞争力》，《时代财经》《东方财富网 财

富频道》，2019 年 12 月 4 日。 

16、 《网络社会视域下的全球城市理论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 年

第 5 期。 

17、 《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创业创新迈向国际化——对话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

院院长张鸿雁教授》，《南京日报 思想思想理论周刊》，2019 年 6 月 26 日。 

18、 《张鸿雁：长三角未来要更有特色竞争力》，《时代财经》，2019 年 12 月 4

日  

19、 《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接受南方日报“十城演义”专访：敢于超前走位，做

世界的佛山》，《南方日报》，2019 年 2 月 16 日。 

20、 《“拔根”与“扎根”：从“乡愁”到“城愁”》，《新华日报》《中国乡村

发现》，2018 年第 3 期。 

21、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与工业化的嬗变——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启示》，《中

国乡村发现》，2018 年 10 月 19 日。 

22、 《特色小镇建设与城市化模式创新论——重构中国文化的根柢》，《南京社会

科学》，2017 年第 12 期。 

23、 《人的现代化是城市治理与服务的关键》，《新华日报》，2017 年 9 月 20 日。 

24、 《特色小镇的“城市文化资本”——论小镇的“文化动力因”的整合与建构》，

《新理财》，2017 年第 7 期。 

25、 《张鸿雁教授：特色小镇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形成小镇生活方式》，《学习时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2017 年 7 月 24 日第 A6 版。 

26、 《中国特色小镇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名城》，2017 年第 1 期。 

27、 《空间正义：空间剩余价值与房地产市场理论重构——新城市社会学视角》，

《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8、 《城市品位的治理型建构——基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多元人文诠释》，

《上海城市管理》，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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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让特色小镇更具独特魅力——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

学报》，2017 年 2 月 8 日。 

30、 《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历史变迁和变动机制的大数据分析——以江苏苏南

城市为例》，《新疆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31、 《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 期。 

32、 《地域生产力交汇点的空间再生产理论与实践创新——“宁镇扬同城化”的发

展模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33、 《传统村落“精准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模式创新研究——特色文化村落保护规

划与建设成功案例解析》，《中国名城》，2016 年第 1 期。 

34、 《城市软实力提升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迪斯尼文化的全球化带给我们

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2 期。 

35、 《论重构中国乡村的文化根柢》，《中国名城》，2016 年第 3 期。 

36、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民族研究》，

2015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37、 《“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建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为”》，《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人大资料全文复印、国家重大课

题之一）。 

38、 《核心价值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治理——深化改革文化治理创新的模式与

入径》，《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 

39、 《理论重构：创造有中国文化根柢属性的本土城市化理论》，《中国名城》，

2015 年第 2 期。 

40、 《英国体育城市创建的实践、成因与启示》，《武汉体育学院学报》（CSSCI），

2015 年第 6 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体育》2015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41、 《美国体育城市的类型特征、创建成因与本土启示》，《体育科学》（CSSCI，

体育学一流期刊），2015 年第 10 期。 

42、 《省域“文化软实力”与特色文化城市发展战略创新研究——以江苏“文化软

实力”能级提升为案例》，《中国名城》，2015 年第 7 期。 

43、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研究》，《民族研究》，2014 年第 1 期。（被

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文化研究》全文转载） 

44、 《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优先战略选择—“零失误城镇化战略”的理想类型与模

式》，《山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45、 《文化产业深化改革的切入点与行动逻辑》，《新华日报》，2014 年 7 月 1

日。 

46、 《中国文化产业改革治理的创新突破点与行动逻辑——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

产业转型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8 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47、 《文化产业深化改革的切入点与行动逻辑》，《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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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新型城市镇化理论与战略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学》

第 9 期全文转载、《中国市长》2013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49、 《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十大难题及对策创新》，《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11 期。 

50、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为

例》，《南京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51、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与城市功能转型——以江苏的城镇化发展为例》，

《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4 期。 

5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城市定位与模式研究——以江苏省城市特色建构

与发展为例》，《唯实》，2013 年第 4 期。 

53、 《基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功能转型与实现途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3 期。 

54、 《“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与文化创意产业——新城市社会学视角》，《上大

演讲录》，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55、 《率先基本实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江苏社会

科学》，2013 年第 1 期。 

56、 《全球化语境中的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 

57、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人大复印资料 2013 年 1 月《社会学》转载） 

58、 《西方城市社会的文化进化规律及社会问题研究—新城市社会学属性的认知

视角与创新》，《江海学刊》，2012 年第 5 期。 

59、 《从“小康社会”到“城市社会”的社会变迁——论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

与现代化理论》，《城市问题》，2012 年第 12 期。 

60、 《中国特色文化城市的理论新模式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2 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 

61、 《中国城市化理论模式的建构》，《学术月刊》，2012 年第 8 期。（人大复

印资料《区域与城市经济》2012 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人民论坛网》2013 年 4 月 24

日全文转载、《中国改革论坛网》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 年 2 月 7 日全

文转载） 

62、 《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本土化路径》，《城市问题》，2012 年第 12 期。 

63、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南京—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

化理论重构战略》，《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人大复印资料《区域与城市经

济》2012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64、 《西方城市化理论反思与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建构论》，《南京社会科

学》，2011 年第 9 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 2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

012 年第 2期全文转载） 

65、 《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何

淼 张鸿雁），《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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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以江苏省为例》，《城市问题》，2

011 年第 7 期。 

67、 《深圳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批判研究：中国改革试验场再创新(下)——从传

统创业城市到创新型创业城市的转型》，《中国名城》，2011 年第 5 期。  

68、 《深圳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批判研究：中国改革试验场再创新(上)——从传

统创业城市到创新型创业城市的转型》，《中国名城》2011 年第 4 期。  

69、 《上海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批判与“新海派文化”的建构研究——上海城市发

展与规划战略纠谬与创新》，《中国名城》2011 年第 3 期。  

70、 《被长三角结构空洞化的南京城市定位批判研究与建构——中国城市“十二

五规划”雷同化纠谬与创新》，《中国名城》2011 年第 2 期。  

71、 《北京城市形态空间发展战略与定位批判研究——十二五规划前的城市发展

战略规划纠谬与创新》，《中国名城》，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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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1986 年第 5 期摘要转载；②《复旦大学学报》编《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

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用此文章）。 

182、 《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者阶层的分析》，《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183、 《城乡对立运动规律和乡村城市化理论研究》，《学术月刊》，1986 年第 1

1 期。 

184、 《城市经济的原始性－农业经济对城市经济的渗透》，《辽宁大学学报》，

1986 年第 2 期。（该文被《全国高校学报文摘》全文转载） 

185、 《春秋战国城市管理述略》，《安徽史学》，1986 年第 3 期。 

186、 《民族自我认识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解放日报》，1986 年 4 月 4 日 。 

187、 《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人民大

学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85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188、 《春秋战国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文史哲》，1984 年第 4 期（①该

文章获辽宁省史学会优秀论著奖；②《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0 期摘要转载；③

《史学情报》1985 年第 1 期转载；④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 年第 8 期全文

转载。） 

189、 《西周都邑雏论》，《人文杂志》丛刊，198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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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论西汉初年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辽宁师师范大学学报》，

1982 年第 6 期。 

191、 《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比较——春秋战国城市在兴起过程中的特点》，《沈阳

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①该文章是中国比较城市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著名历史学家杜瑜先生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5 期发表文章说：“（此文）

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的端倪。”②《全国高校学报文摘》全文转载）。 

192、 《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该文被人民

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82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193、 《论刘晏理财的成就》，《辽宁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该文被人民

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80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 

八、学术与实践成果 

我主持并和我的团队共同完成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城市战略发展规划、区域经济与产

业规划、大型会议会展活动策划、园林景观设计、企业品牌策划等 400余项实务案例。主要

有： 

1、美丽乡村与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类：如高淳国际慢城、洪泽区龟山村规划设计等多

个相关规划的经典案例，并跟踪服务多年； 

2、县域空间规划和多规合一规划类：如湖北蕲春县、江苏东海县的规划等，并跟踪服

务多年； 

3、4A—5A 级景区规划设计类：有浙江奉化雪窦山、江苏镇江道教茅山、南京栖霞山、

南京秦淮河等，全国几十家 3A—5A级景区规划； 

4、特色产业小镇规划设计类：安徽霍山温泉小镇、江苏南山竹海小镇、如皋盆景小镇

等规划设计； 

5、国家及省级科技产业园、经济开发区、农业科技产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

设计类：如镇江国家级开发区规划、南京浦口桥林新城与开发区的产城融合规划、淮安洪泽

国家级食品产业园、南京创意东八区、南京十朝文化园区规划设计等； 

6、全域旅游规划设计类：如新疆克州旅游发展规划、南京溧水区全域旅游规划、徐州

鼓楼区全域旅游规划、南京江宁区全域旅游模式研究与总结、秦淮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规划

与创建服务、玄武区全域旅游规划设计等； 

7、城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类：如长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扬州城市发展战略以

及泰州、南通、高邮、连云港等多个城市的城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部分成

果《嬗变与整合—泰州、四平和南通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一书中，凤凰出版社 2019 年出

版）； 

8、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规划和策划类：如南京城市形象 CI与品牌、宿迁市的整体文化

的挖掘与发展战略研究、扬州的“三个扬州定位”等； 

9、产业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类：吉林省肉牛产业及品牌战略规划、双登新能源电

池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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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市 IP与企业形象及 CIS系统规划设计类：主要成果在《智典——张教授企业策

划案例》（40万字）一书中，东南大学出版社）； 

11、主题旅游景区度假区的规划类：江苏盐城大洋湾、盐城大纵湖、江苏宿迁三台山、

江苏南京秦淮河、莫愁湖、紫清湖等； 

12、大型项目和节日活动策划类：如第一届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扬州烟花三月旅游节

（连续三届）、扬州运河城市论坛三届、太湖博览会、南京高淳慢城金花节（连续四届）、

溧阳一村一品和茶叶节等； 

13、文体旅融合发展规划设计类：如 2019的建邺区的文旅融合规划、南京聚宝山体育

公园规划等； 

14、“十四五”规划类：如苏州市“十四五”文旅融合发展规划、盐城市“十四五”文

旅发展规划、秦淮区的“十三五”旅游规划、江宁区的“十四五”规划（“十四五”城乡居

民收入规划、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商务发展规划等）、高淳区“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东海县“十四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 

15、各类指标规划和设计类：多个省市发展标准的制定和主持人之一。《江苏省旅游风

情小镇标准》制定、中国国际慢城标准的制定、南京市特色小镇命名办法和标准制定等； 

16、湿地、森林和城市公园广场规划设计类：湖北黄陂木兰湖元气农场规划设计、南京

游子山森林公园规划与设计、吉林辽源市矿坑公园规划、南京冶山森林公园规划设计、幕燕

滨江风光带旅游发展概念规划等； 

19、城市更新与街区街巷规划设计类：南京长江路主题概念规划设计、南京熙南里江南

七十二坊规划设计、无锡宜兴湖㳇镇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等； 

20、主题博物馆规划设计类：曹德旺康尼玻璃主题公园规划设计、长春城市展览馆的规

划设计、蕲春博物馆综合体规划与设计、宿迁黄河故道博物馆概念设计、新疆克州博物馆的

展陈设计等； 

21、旅游总体规划与设计：浙江道场乡旅游总体规划、湖北蕲春县旅游总体规划、江苏

洪泽区旅游总体规划等； 

22、综合地产规划设计类：集团发展战略如碧桂园（2012-2022），单体项目包含南京

水游城、印象威尼斯、天元吉地等； 

23、村庄改造规划设计类：如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盐城东台红庄村、盐城东台三仓村、

南京高淳吕家村、淮安洪泽龟山村等改造规划。 

九、主编丛书 

编出版城市研究丛书 

1、《城市科学前沿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 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 

② 顾朝林《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 

③ 任  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 

④ 林  广《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 

⑤ 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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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曾芳《运行与嬗变：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新论》 

⑦ 刘君德《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 

⑧ 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 

⑨ 叶骁军《控制与系统：城市系统控制新论》 

⑩ 叶南客《战略与目标：城市管理系统与操作新论》 

2、《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本）；  

①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 

② 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③ 李  芸《都市计划与都市发展——中外都市计划比较》 

④ 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 

⑤ 叶南客《都市社会的微观再造——中外城市社区比较新论》 

⑥ 王雅林 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 

⑦ 徐康宁《文明与繁荣——中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⑧ 王祥容《生态建设论：中外城市生态建设比较分析》 

…… 

3、《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远见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8本）；  

4、《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6本）；  

5、《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凤凰出版社出版，20本，世界城市名家著作翻译） 

① [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想象的城市：都市体验与小说语言》 

② [美]马克·戈特迪纳、[英] 莱斯利·马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 

③ [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④ [英]彼得·布鲁克《现代性和大都市：写作、电影和城市的文艺社群》 

⑤ [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 

⑥ [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 

⑦ [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 

⑧ [加拿大]简·M.雅各布斯《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与城市》 

⑨ [美]芭芭拉·门奈尔《城市和电影》 

⑩ [德]马克斯·韦伯《城市：非正当性支配》 

…… 

6、《城市角落与记忆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4本）； 

7、《特色文化城市研究丛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凤凰出版社出版）；  

① 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 

② 邵颖萍《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 

③ 吴新兰 张鸿雁《差异与认同：沪宁杭文化特色比较研究》 

④ 杨伊宁《价值植入与文化建构：慢城特色小镇的本土实践》 

⑤ 张鸿雁 邵颖萍《嬗变与整合：泰州、四平和南通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 

8、《后现代城市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营城市》《休闲城市》《绿色城市》《品牌城市》《未来城市》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28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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