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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富 简介 

学历与学位 

1982．09-1986．07，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现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学

士 

2004．09-2006．12，华中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职称职务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总体规划教研室主任 

城乡规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学科分委会委

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

委员 

首批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咨询专家 

湖北省住建厅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 

湖北省招投标中心招投标评审专家 

武汉市城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 
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 

城乡规划管理与公共政策 

主持和参与 

科研项目 

01．城市空间增长管理及其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主持）．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9BZZ045)，2009-2011 

02．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定量化分析方法研

究（第二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50808089），

2009-2011 

03．武鄂黄黄城镇密集区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主持）．湖北省软科

学基金（项目编号：2009DEZ006），2009-2010 

04．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市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体制研究（主

持）．武汉市发改委两型社会建设研究基金，2011-2012 

05．城市规划行政救济制度研究（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Z016），2005-2006 

06．城市规划工作中公民权利保障研究（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006Z008)，2006-2007 

07．新世纪城市规划专业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主持），

湖北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20060047），

2006-2007 

08．城市总体规划精品课程及网络资源建设（主持），华中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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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质量工程研究项目，2008-2009 

主要论文及著

作 

（一）学术论文 

01． 陈锦富，卢有朋，朱小玉．低碳视角下的城市街区空间结构

模式探讨．规划师，2013（01）：66-70 

02． 陈锦富，卢有朋，朱小玉．城市空间单元空间结构低碳化的

理论模型．城市问题，2012（07）：13-17 

03． Jinfu Chen，Xiaoyu Zhu．Spatial Structure of Danwei 

Compound towards Low-Carbon —  Case Study of Space 

Change in HUST ．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Vols．383-390(2012)：pp3700-3706 

04．于澄，陈锦富．湖北省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路径探讨．2011 第

四届“21 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武汉：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12-28 

05．陈锦富，朱小玉，任丽娟．从低碳校园到低碳街区—以华中科

技大学校园空间变迁为例．中国园林，2011（04）：74-77 

06．徐哲，陈锦富．中部地区城镇化空间布局模式探讨—基于中、

东部地区比较分析视角．转型与重构—201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34-142 

07． Jinfu Chen， Ren Lijuan， Yu Cheng， Xu Xiaolei， Li 

Xinyan． Remarks on Urban Spatial Growth Management 

Research．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2010（2）：52-59 

08．陈锦富，于 澄．基于城市规划的国家征收权探讨．城市规划，

2010（4）：9-13 

09．陈锦富，任丽娟，于澄，徐小磊，李新延．城市空间增长管理

研究述评．城市规划，2009（10）：19-24 

10．陈锦富，余柏椿，黄亚平，任绍斌，陈征帆，岳登峰．城市规

划专业研究性教学体系建构．城市规划，2009（6）：18-23 

11．陈锦富，任丽娟，罗文君．《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新建筑，2009（5）：129-131 

12．陈锦富，于澄．基于权利救济制度缺陷的城乡规划申诉机制构

建初探．规划师，2009（9）：21-24 

13．陈锦富，罗文君，于澄． 基于科学与公正的双轨制城市规划

委员会探讨（宣读）．200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天津：

天津科学教育出版社，35-45 

14．陈锦富，徐小磊．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探讨（宣读）．2009 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414-422 

15．陈锦富，查冬冬． 控制性详细规划创新趋势探讨（宣读）．200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3025-3034 

16．于 澄，陈锦富．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之辩．城市发展研究

（增刊），2009 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381-384 

17．陈锦富，徐小磊，查冬冬．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刍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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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规划建设，2008（4）：48-50 

18．陈锦富，余柏椿，黄亚平，任绍斌，陈征帆，岳登峰．城市规

划专业研究性教学体系研究．社会的需求永续的城市—2008

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年会论文集．天津：天津科

学出版社，250-256 

19．夏固萍，陈锦富，夏固成．构建多样化社会社区初探．现代城

市研究，2007（12）：65-68 

20．张敏，陈锦富．城市规划视角的城市公共安全．城乡建设，2007

（01）：8-9 

21．张敏，陈锦富．城市规划视角的城市公共安全对策分析．2006

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城市出

版社，97-99 

22．王瀚，陈锦富．目前我国城市生态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途径初探．2006 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年会论文集，北

京：中国城市出版社，650-654 

23．王瀚，陈锦富．坚持科学的城市生态规划．城乡建设，2006

（10）：20-21 

24．夏固萍，陈锦富．城市社区多样化建构初探．2006 首届中国

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762-766 

25．陈锦富，张敏．城镇密集区协调发展规划的研究域（宣读），

200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97-99 

26．陈锦富，刘佳宁．城市规划行政救济制度探讨．城市规划，2005

（10）：19-64 

27．刘光虹，陈锦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保护对策探讨．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28．陈锦富，刘光虹．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数字城市的理

论与实践—中国国际数字城市建设技术研讨会，北京：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2001，1130-1133 

29．陈锦富．论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制度．城市规划，2000（07）：

54-57 

30．陈锦富．城市规划信息系统信息获取和更新的方法．武汉工业

大学学报，2000（06）：34-37 

31．陈锦富．人口老龄化与社区对策．城市问题，1999（2）：30-32 

32．陈锦富．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制度探讨．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

报，1999（16）：14-18 

33．陈锦富．构建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新机制．中外建筑，1999

（08）：29-30 

34．陈锦富．城市发展方针的探讨．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报，1999

（16）：23-27 

35．陈锦富，刘 晖．小康型城市示范小区规划设计评议．南方建

筑，1999（09）：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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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王国恩，殷毅，陈锦富．旧城改造控制性详规中容积率的测算

──南宁市旧城改造投入产出分析．城市规划，1995（11）：

26-30 

37．王国恩，殷毅，陈锦富．南宁市旧城改造控制性详规中容积率

的测算．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报，1994（11）：54-46 

（二）学术著作 

01．《城市规划概论》（编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02．《中国当代小城镇规划精品集—综合篇（二）》（主编）．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03．《城市规划资料集—小城镇规划》（参编）．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07 

04．《省域城镇化战略规划研究》（参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主持 

规划设计项目 

（2000-2013

） 

 

（一）战略规划及概念规划 

01．湖北葛店科技新城站前小镇概念规划（2013） 

02．黄石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2011） 

03．阳新县滨江综合开发实验区概念规划研究（2011） 

04．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制度创新专题（2010） 

05．大冶市熊家洲片区发展研究及概念规划研究（2009） 

06．南安市南部地区城镇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06） 

07．广州市番禺西区概念规划咨询（2001） 

08．佛山市体育中心概念规划咨询（2000） 

（二）总体规划 

01．大冶市陈贵镇城乡总体规划（2013） 

02．湖北省葛店科技新城总体规划咨询（2012） 

03．阳新县富池镇总体规划（2012） 

04．武穴市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咨询（2011） 

05．大冶市还地桥镇总体规划（2011，2002） 

06．大冶市陈贵镇总体规划（2010） 

07．武穴市田镇工业新城总体规划（2009） 

08．大冶市金牛镇总体规划（2008） 

09．佛山市中心组团南部地区小城镇总体规划研究（2006） 

10．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城区总体规划（2004） 

11．武汉市东西湖区养殖场总体规划（2003） 

12．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总体规划（2003） 

13．咸丰县城市总体规划（2001）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 

01．湖北省葛店科技新城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区控制性规划咨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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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武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 

02．武汉江夏梁子湖风景区南北咀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 

03．浙江省宁海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 

04．大冶市陈贵镇纺织服装产业新区制性详细规划（2010） 

05．安陆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9） 

06．大冶市火车站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7） 

07．佛山市禅城高新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5） 

08．广州市番禺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2） 

09．佛山市城市规划法定图则研究（2002） 

（四）其它类型规划设计 

01．保康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及风情小镇规划指引（2012） 

02．武穴市沿江地段城市设计（2012） 

03．东西湖区泾河两岸环境景观规划（2009） 

04．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九峰山地区新农村建设规划（2007） 

05．玉溪市区域性物流中心发展规划（2006） 

06．贵州省平坝县旅游发展规划（2005） 

07．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盛乐星城详细规划设计（2004） 

08．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校园规划（2003） 

 

获奖学术成果 

01．论文《基于城市规划的国家征收权探讨》．获 2011 年金经昌中

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佳作奖 

02．著作《城市规划概论》．2009 年获武汉市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2008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03．论文《城市规划专业研究性教学体系研究》．获 2007 全国高等

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年会优秀论文奖 

04．论文《城市规划行政救济制度探讨》．2006 年获湖北省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2006 年获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优秀学

术论文一等奖；2007 年获武汉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