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作鹏 

研究兴趣：数字经济与智慧社会下的城市供应链规划 

• 城市计算和智能城市化：按需数字行为、可用性规划、平台城市主义、 

• 贸易、物流和供应链地理：全球消费网络、海空运、港口和机场发展、自由贸易区 

教育背景 

• 哲学博士 (2013/09~2017/06):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地理学系 

• 理学硕士 (2010/09~2013/07):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 

• 工学学士 (2005/06-2010/07):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系 

工作经历 

• 2022/0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副 教 授 

• 2017/07~2021/12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助理教授 

• 2019/07~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副系主任 

• 2020/07~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智慧城市与数字空间教研室 负责人 

执业资格 

• 2014/07~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 2018/04~ 国家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证书 

教学活动 

数据分析课 

• 时空行为和数据驱动的城市设计（ARCH5012），学分：2.0 

• R 编程语言介绍，学分：1.0 

设计实践课 

• 城市综合调查（URBP3403），学分：3.0（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镇/村庄规划设计（URBP3407），学分：7.0 

理论讲授课 

• 城市道路和交通 A /B（URBP3202A、URBP3202B），学分：3.0 

• 互联网与现代都市文明（PCII1017），学分：1.0 

• 研究思维与写作，学分：3.0 

兼职客座课 

• 货运、运输政策与规划 (URBP6131)，香港大学 

• 绿色供应链（SSC3104），香港教育大学环境管治 

• 香港教育大学交通地理学（GGP3009）、经济地理学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零售供应链对城市物流空间重构及环境效应的影响（批准号: 

41801151，23 万元人民币） 

•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物流枢纽空间协同战略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2018A030310691），10 万元人民币 



• 基于机器学习的深圳港区自动驾驶货车行为识别与空间支持仿真（深圳市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号：JCYJ20190806144618382），40 万元人民币 

• 新数据新技术识别港口货车驾驶行为，中央高校基础科研经费 

学术活动 

学术兼职 

• 2021/03~  Frontiers in Built Environment 审稿编辑 

• 中国地理学会行为地理学专委会（2021.10~） 

• 世界运输研究学会（WCTRS）供应链委员会 

• 世界交通大会（WTC）城市计算和空间优化技术 

同行评议 

• 期刊: TRD,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PloS One... 

• 论文评阅: 深圳大学, 同济大学, 重庆大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客座编辑 

• 《国际城市规划》2022 年第 4 期专栏:《城市物流设施的规划与政策转型》 

• 《城市观察》2017 年:《城市物流空间》 

会议组织 

• 供应链地理学及其对空间规划的影响国际研讨会，2018 年 12 月 

• 城市物流空间规划: 全球城市的证据，国际城市规划学会 2020 圆桌会议，深圳 

• 全球消费网络及其物流地理: IGC 巴黎 2022 特别会议，国际地理大会交通地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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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指导 

2022 级 

⚫ 廖静莹《潜在活动空间视角下多主体互动对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研究》 

⚫ 韩来伟《基于即时配送服务的数字化生活圈差异研究: 以疫情期间北京市为例》 

⚫ 谢雨晴《基于邻域效应的天津港港口区域用地转换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郑  特《基于智能体仿真的港口区域空间组织模拟优化研究：以深圳盐田港为例》 

2021 级 

⚫ 文  巍《基于机器学习的街道连通性对社区公园人群聚集的影响》 

⚫ 陈  曦《亚热带城市道路环境对非通勤骑行路径选择的影响——以深圳龙岗区为例》 

⚫ 黄梦雅《空间交互视角下居民跨区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2020 级 

⚫ 孙久迪《进出港口货车夜间违规停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 何黄慧《连锁门店集中配送时空特征及路径选择碳排放情景研究》 

⚫ 虞婉倩《建成环境对初中学生肥胖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中心城区为例》 

⚫ 汪逸龙《深圳市购物中心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消费行为关系研究》 

2019 级 

⚫ 程丹丹《蔓延视角下深圳市物流企业与仓储设施的空间演变研究》 

⚫ 崔真榕《家庭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学生通学模式的影响研究》 

2018 级 

⚫ 孟凡煬(副导师)《基于轨道交通的深圳市休闲设施可达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