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须知  
 

一、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4 年 10 月 25 日－27 日  

（二）会议报到时间：2024 年 10 月 25 日 10:00－24:00 

（三）会议报到地点和住宿酒店：贵阳奇洋酒店（贵阳市花溪区

大学城花燕路 8 号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人文科技大厦） 

（四）会议地点：贵州民族大学北校区社会学院群学讲堂（26 日、

27 日上午）、社会学院大楼 A 区（26 日下午） 

（五）10 月 26 日自驾前往贵州民族大学北校区参会的嘉宾，请

务必于 10 月 25 日（开会前一天）上午 12 点前将车牌号发送至手机

17585101609（栾日瑛），以便向学校保卫处报备，方便您顺利通行。  

               

二、会议发言 

（一）主旨演讲每人不超过 25 分钟，分论坛发言每人不超过 15

分钟。 

（二）根据各位嘉宾的发言题目，26 日下午的会议分为八个论坛

进行。                           

（三）为保证本次会议各项议程的顺利进行，敬请各位发言嘉宾

严格遵守时间规定。 

 

三、用餐安排 

（一）用餐地点：贵阳奇洋酒店餐厅 

（二）会议期间参会嘉宾需凭餐券用餐。餐券在酒店大堂报到时

统一发放。 
  



四、会议期间天气情况 

  贵州省贵阳市 10 月 24 日－28 日天气情况如下。会议期间，天

气转凉，建议参会嘉宾注意保暖，外出宜穿厚外套。 

 

 

 

 

 

 

 

 

 

 

 

 

 

 

五、乘车指南 

 

10 月 26 日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前往 

08:10 贵阳奇洋酒店大厅门口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2:00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群学讲堂 
贵阳奇洋酒店 

13:10 贵阳奇洋酒店大厅门口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18:00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群学讲堂 
贵阳奇洋酒店 

10 月 27 日 

08:40 贵阳奇洋酒店大厅门口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1:00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群学讲堂 
贵阳奇洋酒店 

 

 



 

目    录 
 

 

会议日程索引 …………………………………………………………1 

会议议程 ………………………………………………………………2 

开幕式暨主旨演讲 ……………………………………………………2 

分论坛一：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4 

分论坛二：新时代环境治理的中国经验 ……………………………5 

分论坛三：“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 …………………………6 

分论坛四：环境意识、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7 

分论坛五：和美乡村建设与乡村绿色发展 …………………………8 

分论坛六：废弃物治理与绿色社会 …………………………………9 

分论坛七：环境社会工作与环境组织………………………………10 

分论坛八：环境风险与环境问题……………………………………11 

学术期刊交流与会议总结……………………………………………12 

交通指南………………………………………………………………13 

会务组联系人及电话…………………………………………………14 



   会议日程索引 
 

 

10月25日 
   

10:00-24:00 参会嘉宾报到 贵阳奇洋酒店大堂 

15:00-18:00 第六届常务理事会会议 贵阳奇洋酒店三楼会议室 

12:00-14:00 午餐 贵阳奇洋酒店餐厅 

18:00-20.00 晚餐 贵阳奇洋酒店餐厅 

10月26日 

   

07:00-08:00 早餐 贵阳奇洋酒店二楼餐厅 

08:30-09:00 开幕式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09:00-09:20 合影  茶歇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门前 

09:20-10:35 主旨演讲一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0:35-10:45 茶歇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0:45-12:00 主旨演讲二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2:10-13:10 午餐 贵阳奇洋酒店二楼餐厅 

13:30-15:00 分论坛一至八（上）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一层A区 

15:00-15:15 茶歇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一层大厅 

15:15-16:45 分论坛一至七（下）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一层A区 

16:45-17:00 茶歇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一层大厅 

17:00-18:00 期刊交流会暨会议总结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8:10-19:30 晚餐 贵阳奇洋酒店二楼餐厅 

10月27日 

07:00-08:00 早餐 贵阳奇洋酒店二楼餐厅 

09:00-11:00 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换届会议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11:30-12:30 午餐 贵阳奇洋酒店二楼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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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开幕式           08:30－09:00 

主持：李  黎（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 

领导致辞
 

王  林   贵州民族大学校长

 

包智明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廖承红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合影和茶歇   09:00－09:20 

主旨演讲一             09:20－10:35 
  
主持：王晓晖（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陈阿江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环境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发展视域中的环境社会学 

 

王书明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国际

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海洋生态文明研究的宏观思路 

 

王  芳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地方实

践：经验与挑战 

茶歇   10:3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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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主旨演讲二             10:45－12:00 

主持：卫松（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崔  凤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海洋大学海

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中国远洋渔业的绿色发展 

 

尉建文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社会学

院教授 

另一种国家的视角：重大社会工

程建设的“汶川经验” 

 

焦开山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民

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气候变化感知的跨国差异：个体

特征与社会背景的多层次分析 

午餐   12:0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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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一：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1  

主 持 人：朴光星（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王  雨（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 研究员）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实践自觉与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发言人：童志锋（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教授） 

题  目：《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续：关于中国环境与资源社会学及

社会科学研究的探索性文献计量分析 

发言人：秦 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副教授） 

题  目：西部转型期相对盈余的人口生态承载力转向后的持续性   

建设研究 

发言人：王 婧（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绿色高质量发展与健康共同富裕  

发言人：胡 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研究员） 

题  目：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基于生态的视角 

发言人：柴 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刘 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博士生）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童志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教授） 

评议人：秦  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副教授） 

15:15-16:45 

题  目：“强国家”与“大社会”：新时代环境治理的社会驱动与

机制创新  

发言人：张 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与央地差异  

发言人：王晓楠（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说情又讲理：省级环保督察中的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  

——基于 J省 Y市的多层模型分析  

发言人：杨 贵（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究天人之“际”：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边界视角  

发言人：李万伟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讲师） 

题  目：中国居民对空气污染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对中央政府绩效

的评价吗？——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 

发言人：沈奕霏（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陈怡如（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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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新时代环境治理的中国经验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2  

主 持 人：王  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尉建文（南开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推动老工业基地城市更新，提升绿色宜居城市建设 

发言人：沈忻昕（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题  目：复刻与耦合：基于项目制的 L县环境治理的行动策略  
考察 

发言人：马溯川（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题  目：福柯的环境治理思想研究 

发言人：司开玲（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 副教授） 

题  目：荒漠化治理集体行动协同演进的多重逻辑——基于八步

沙林场“三代人”治沙实践的实证研究  

发言人：梁 健（兰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地方环境治理创新何以生成？——基于 A市餐厨垃圾  

循环利用项目的实践考察 

发言人：刘 萌（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研究员）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沈忻昕（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评议人：彭远春（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15:15-16:45 

题  目：推进基层生态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贵州省毕节市  
为例 

发言人：陈 茜（中共毕节市委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 副教授） 

题  目：县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践逻辑 

发言人：刘 凌（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讲师） 
题  目：围栏与合作：中国式草原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经验 

发言人：孟根达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讲师） 
题  目：环境治理中的空间生产——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S市  

星湖的个案研究  

发言人：张兆林（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  目：乡村环境治理路径的长效联结何以可能？——基于  

“过程-事件分析” 

发言人：唐国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  授） 

        邹雯琦（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硕士生）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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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3 

主 持 人：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章  诚（《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任/编审）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当代中国食品消费碳足迹及区域差异分析 

发言人：苏冰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题  目：双碳背景下碳标签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应对 

发言人：朱 晖（大连海洋大学科技处 教授） 

题  目：面向“发展型减碳”的环境治理转型 

发言人：罗亚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题  目：中国的低碳社会建设与生态现代化 

发言人：范叶超（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题  目：The Social Origins and Practice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发言人：叶茂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副教授)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苏冰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评议人：朱  晖（大连海洋大学科技处 教授） 

15:15-16:45 

题  目：低碳乡村建设合作生产的路径及机制：凌村的案例研究 

发言人：刘敏（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碳普惠机制建设与青年碳行为——基于“结构—功能”

理论的分析 

发言人：齐晓亮（陕西警察学院治安系 副教授） 

题  目：双碳背景下城市社区的环境治理 

发言人：冯 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社会组织助力“双碳”目标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 

发言人：邢宇宙（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 副教授） 

题  目：环境安全：生态文明的现实确证 

发言人：张 斌（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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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环境意识、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4  

主 持 人：孟和乌力吉（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王玉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cost of gender 
inequality 

发言人：王 琰（南开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合作担保：伏季休渔制度的渔民行动逻辑 

发言人：张一（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激励的双重变奏：双重激励路径对居民亲环境行为影响

的比较研究 

发言人：颜其松（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生态风险与青年生育意愿：环境感知、后代福祉与家庭

支持 

发言人：曾远力（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How do post-materialist values influen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China and Germany 

发言人：李 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陈宗仕（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评议人：王  琰（南开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 

15:15-16:45 

题  目：地名知识的理路探索及地方应用实践——基于北方草原

环境地名系统 

发言人：孟和乌力吉（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题  目：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收入与中国居民环境价值观的

倒 U型关系 

发言人：王玉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 

题  目：新能源“下乡”的社会实践动力——以农村家庭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为例 

发言人：刘 齐（中国社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题  目：Response of pastoral mobility to grassland degradation and 
farmland development in arid regions of northern Xinjiang, 
China  

发言人：曾祥明（温州大学法学院 讲师）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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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和美乡村建设与乡村绿色发展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5  

主 持 人：陈  涛（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王泗通（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副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策略性不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主体性的实践

表达 

发言人：孙旭友（山东女子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题  目：民间绿色创新赋能乡村发展：价值、挑战与路径 

发言人：耿言虎（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生活治理何以可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制度引塑机制

研究 
发言人：石腾飞（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业横向分工和土地经营规模效率的中介作用分析 

发言人：郑华伟（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

和内在动力的解释 

发言人：杜焱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孙旭友（山东女子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评议人：高  虹（《河海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任/副编审） 

15:15-16:45 

题  目：产治融合视角下乡村产业生态转型的社会逻辑 

发言人：王泗通（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副教授） 

题  目：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探讨 

发言人：曾凡忠（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副教授） 

题  目：西南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互动的影响机制

研究  
发言人：吴柳芬（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梁嘉宸（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以林为业：“两山论”促进基诺山乡村振兴的地方化实践 
发言人：曾文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讲师） 

题  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认知差异及其行动约制 

发言人：闫春华（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 讲师）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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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废弃物治理与绿色社会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6  

主 持 人：李勇进（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王晓楠（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资产为本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研究——

以北京市 K社区为例 

发言人：王旭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半农半牧区垃圾资源化的地方性生态智慧——基于白村

的个案研究 

发言人：王艳雪（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助理研究员） 

题  目：分类知识与效果评价：城市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到行

为的生成机制 

发言人：苏振浩（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  目：空间生产视域下城市废品回收行业正规化转型研究——

以 S 市为例 
发言人：范丽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  目：城市生活垃圾非正规收运何以形成？——基于“结构-行

动者”的分析框架 

发言人：马怡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李德营（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评议人：王旭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15:15-16:45 

题  目：(Re)Producing Uneven Waterscapes in South China: The  
Materiality and Spatiality of the Dongshen Inter-Basin Water  
Supply Project 

发言人：王 雨（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 研究员） 

题  目：自然保护地社区——对社会学社区概念的一个拓展 
发言人：山永久（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讲师） 

题  目：生物多样性视域下外来物种全球在地化的三重维度 
——以洱海外来鱼种为例 

发言人：杨跃雄（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讲师） 
题  目：价值、空间与生产性：生态利益共享背后的民族志叙事 

发言人：王雨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  目：大黑河源头地区环境适应性问题探索——以乌兰察布市

Z县 H村为例 
发言人：郭春玲（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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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七：环境社会工作与环境组织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6:45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7  

主 持 人：崔  凤（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 教授）  

评 议 人：罗  桥（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合作、运动和竞争：社会工作倡导企业环境治理的策略

研究 

发言人：程鹏立（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题  目：环保组织的治沙实践和创新机制——以民勤县 Q组织  

为例 

发言人：谢丽丽（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副教授） 

题  目：以基层环保力量助推村级社会治理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基层河长为例 

发言人：连 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水利工程系 讲师） 

题  目：环境社会工作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呈现 
发言人：缪 倩（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题  目：合作何以可能？中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

非政府组织化过程分析 
发言人：刘泽龙（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主持人：程鹏立（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评议人：柴  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15:15-16:45 

题  目：道德内省与实践自觉：中国环境社会工作的本土性探析 

发言人：罗 桥（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环境社会工作者参与构建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转译  

实践：角色与行动策略 
发言人：何一明（岭南师范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题  目：测度行动：环境社会治理的社会工作实践取向 
发言人：汤皓然（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题  目：环境社会工作参与牧民环保意识提升的实践研究 
发言人：张 傲（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题  目：社会工作参与环境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发言人：余沁钊（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论坛结束后，请您移步至“群学讲堂”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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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八：环境风险与环境问题 

 

论坛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3:30-15:00 

论坛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大楼 A区 A108  

主 持 人：张 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副教授） 

评 议 人：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时间 发言人及议题 

13:30-15:00 

 

题  目：时空视域下农业面源污染的结构性形成机制 

发言人：李德营（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题  目：工业企业职工对工作环境健康风险的弱性感知与浅层  

应对 

发言人：彭远春（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省域大气污染-感知的时空耦合   

协调：水平测度、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发言人：杨春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急管理学院 副教授） 

题  目：凭什么在我家后院？垃圾焚烧设施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企业信任对邻避心理影响的抑制作用 

发言人：卜玉梅（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学系 副教授） 

黄佳钰（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题  目：农地流转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兼论空间效应与  

门槛效应 

发言人：白子明（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研究生） 

评议与问答 

茶歇 15:0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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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交流与会议总结 

 

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7:00-18:00 

地点：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群学讲堂 

主 持 人：陈阿江 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会议总结：卢春天 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西安

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期刊编辑部 姓名、职务/职称 

   《人大复印资料》编辑部      顾海娥 执行主编/编审 

   《中国青年研究》编辑部      陈晨 编辑/研究员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宋国恺 编辑/教授 

   《青年探索》编辑部  

     涂敏霞 主编/研究员   

     钱晨 编辑 

   《鄱阳湖学刊》编辑部      胡颖峰 主编 

   《环境社会学》编辑部      陈涛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章诚 主任/编审 

   《河海大学学报》编辑部       高虹 主任/副编审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编辑部      王健 副主任/副教授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       王付 编辑 

   《江淮论坛》编辑部       蔡华玲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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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一、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奇洋酒店 

（一）打车费用约为 80-90 元，全程约 40 公里，全程大约 40 分

钟（视乘车时段而定）。 

（二）公交地铁 

1.先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喷水池地铁站（自 H 口出），然后转

乘 810 路/806 路公交车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

程大约 2 小时）。 

2.先乘坐机场巴士 2 号线至贵阳火车站（即公交车站），然后转

乘 255 路/207 路公交车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

程大约 2 小时 20 分）。 

 

二、贵阳站——奇洋酒店 

（一）打车费用约为 50-60 元，全程约 30 公里，全程大约 40 分

钟（视乘车时段而定）。 

（二）自贵阳站购买环城快铁车票（12 元起）至花溪大学城站，

然后打车（约 11 元）至酒店。 

（三）公交地铁 

1.自贵阳站乘坐 255 路公交车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行 10 分钟

至酒店（全程大约 1 小时 40 分钟）。 

2.自贵阳站乘坐 203 路公交车至新发装饰市场公交站，然后转乘

207 路公交车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程大约 1 小

时 45 分钟）。 

3.自贵阳站乘坐 203 路公交车至香椿路口公交站，然后转乘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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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程大约 1 小时 50 分

钟）。 

 

三、贵阳北站——奇洋酒店 

（一）打车费用约为 65-75 元，全程约 35 公里，全程大约 40 分

钟（视乘车时段而定）。 

（二）自贵阳北购买环城快铁车票（约 20 元）至花溪大学城

站，然后打车（约 11 元）至酒店。 

（三）自贵阳北公交站乘坐 808 路公交车至大学城公交站，后步

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程大约 2 小时）。 

 

四、贵阳东站——奇洋酒店 

（一）打车费用约为 90-100 元，全程约 45 公里，全程大约 50

分钟（视乘车时段而定）。 

（二）自贵阳东站公交站乘坐 276 路公交车至北京路公交车站，

步行 3 分钟至北京路地铁口 A 口，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往桐木岭（省

委党校）地铁站 A 口出站，外出打车至贵阳奇洋酒店，约 13 元（全

程大约１小时 50 分钟）。 

 

 

 

会务组联系人及电话 
 

    （一）住宿相关联系人及电话：栾日瑛，13261928169 

    （二）用餐相关联系人及电话：杨胜勇，13984414371 

    （三）其他事项联系人及电话：张兆林，1786542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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