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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
在日本福冈举行

2013年7月31日-8月4日，第八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的地理学家、青年地理学者及研究生近
150名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地理学会派出了由学会副理事长俞立中教授为团长的50多人
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届会议，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单位，其中包括中国地理学会秘
书长张国友，区域规划研究分会主任樊杰，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周春山、柴彦威、副
主任高晓路，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方创琳，农业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彦随，经济地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石培基，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林生，以及青年工作委员会主
任刘云刚等。

7月31日下午，举行大会开幕式和招待会。本届大会组委会主席、九州大学地理学教
授高木彰彦 (TAKAGI Akihiko) 致欢迎词，并介绍特邀报告嘉宾——日本大阪大学堤研二
(TSUTSUMI Kenji) 教授；随后，堤研二教授就“关于日本多样性、差异性、人口减少和
贫困与社会资本的思考”问题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在随后的招待会上，日本地理学会会
长、日本大学教授 (YAGASAKI Noritaka)、韩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韩国釜山大学教授孙一
(SON Ill) 和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先后致辞，三国地理学会
领导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日本九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山伦明
(TAKAYAMA Michiaki) 致祝酒词。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多元化的亚洲：构建新的融合空间”。会议期间，与会的专
家学者们围绕“文化政策和食品文化”、“旅游特性与气候学”、“工业、交通与发展”、“环
境研究与政策”、“人口”、“食品、农业与乡村空间”、“城市空间”、“GIS与地震灾害”等
专题，进行了60多场口头报告交流，并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多
位与会者做了墙报展示。

会议组织严密，报告安排紧凑，讨论点评结合，学术交流充分，有力地推动地理学研
究，特别是东亚地理学的发展；也培养和锻炼青年人才。并且通过会上会下的广泛接触，
各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增进了友谊，建立联系，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果。

8月2日下午，大会组委会主席、九州大学高木彰彦教授主持召开了本届会议的闭幕
式。闭幕式上，高木彰彦教授做了会议总结，颁发了青年优秀论文奖。本届会议评选表彰
青年优秀论文3篇、最佳表现奖3人，以及最佳参与奖3人。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吾扎
提.叶尔肯 (中亚国家城市化过程与驱动因素：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日本京都大学白石奈
津子 (将什么放在第一位？自然资源与人类生存：菲律宾民都岛Alangan-Mangyan资源利
用与生存对策) 和九州大学殷冠文 (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向型政治：以北九州生态城
为例) 荣获优秀论文奖；中国西北大学李钢 (目的地岛屿的影响：框架重建与旅游环境影
响评价)、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李娜娜 (日本关东地区空间滤波与企业研发区位模式：以电子
和电子设备工业为例) 和韩国祥明大学Park Sookyung (虚拟地理和虚拟与现实空间之间关
系的网络空间地理研究：韩国2012年总统选举) 被评为印象最深的最佳表现奖。会议还向
前来参加会议的新加坡学者 (郭炎)、印度学者 (Chandel Rajendra Singh) 和越南学者 (LE
Ngoc PhuongQuy) 颁发了最佳参与奖。

闭幕式上，下届会议承办单位代表韩国李康源教授等介绍了 2014年第九届中日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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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术研讨会安排，并向与会学者和中日韩三国地理学家发出热情邀请。下届会议定于
2014年7月6-9日在韩国釜山举办。

为了促进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的健康发展，鼓励中国青年地理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
流，中国地理学会在学会能力提升专项的支持下，资助了 6位青年地理学者参加本届会
议，并对会议期间做口头发言的青年学者进行了奖励。

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发起于2006年，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会议，由中国地
理学会主办，称“首届中日韩青年地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此后每年召开一次研讨会，由
三国地理学会共同主办、轮流承办，并先后于 2007年在日本熊本、2008年在韩国清州、
2009年在中国广州、2010年在日本仙台、2011年在韩国首尔、2012年在中国长春、2013
年在日本福冈又成功地举办了7次会议。为了吸引和便于资深地理学家参与交流，在2008
年韩国清州会议上，将会议名称改为“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地理学会学术
交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亚区域性国际地理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我国地理学
者，尤其是青年地理学者，积极参加该项活动，促进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推动我国与东亚
国家地理学领域的合作。

(中国地理学会秘书处)

第八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上颁发青年优秀论文奖

参加第八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合影

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