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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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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雜誌特約審
稿專家

《小城鎮建設》雜誌
編委會委員

台州市城鄉規劃專
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主要研究方向 可持續城鎮化與城鄉發展戰略

學術簡介

發表SSCI及國內一級學術期刊論文50多篇，
省部領導批示7個，牽頭研製省級技術標準
2個，出版著作3部、教材2部、譯著1部，
獲浙江省科技進步三等獎2項、浙江省規劃
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浙江省優秀城鄉規劃
設計獎10余項；主持國家級教改專案1項，

“城鄉規劃”國家一流專業負責人，國家
首批一流課程《鄉建實踐》負責人，以第
一指導教師身份指導國、省兩級“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大學生“挑戰杯”
科技競賽特等獎、金銀銅獎10余項。

主持的國家省部科研課題

1.主持國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標項目，《海

綿城市建設的風險評估與管理機制研究》，
專案研究期限： 2016.11-2021.11
2.主持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多中心大城市空間組織研究——以杭州
為例》，專案研究期限：2017.01-2019.12



獲獎情況

1.海綿城市設施規劃佈局的關鍵技術及應用，浙江
省規劃科技進步一等獎， 2021.

杭州沿河商務帶規劃建設研究，浙江省科學技術進
步三等獎，2018.
2.杭州市公共建築需求容量及空間分佈規劃研究，
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2012
3.杭州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演化研究，獲得杭州
市第17屆哲學社會科學獎二等獎，2010
4.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危機與出路，中國城市規

劃學會第三屆“中規院杯”青年論文競賽二等獎，
2005
5.分工演進與制度變遷——一個城市化理論分析框
架及其應用分析，上海市優秀博士論文獎

專著、譯著、教
材與作品集

（1）陳前虎，王岱霞，武前波.特色之謎——改革

開放以來浙江小城鎮發輾轉型研究，北京：中國建
築工業出版社，2020
（2）陳前虎.多中心城市區域發展研究——以長三
角為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3）虞曉芬、陳前虎、吳一洲.城市公共建築需求

容量與空間分佈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0
（4）蘇珊娜·M·查理斯沃斯. 可持續地表水管理——
可持續排水系統（SuDS）手冊[M]. 陳前虎，董寒凝
譯.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20.
（5）陳前虎主編.鄉村規劃與設計，北京：中國建
築工業出版社，2018.
（6）陳前虎，武前波，吳一洲，黃初冬.城鄉空間
社會調查，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5.
（7）陳前虎，武前波，吳一洲，杭城內外的日常
生活——浙江工業大學城鄉規劃專業社會調查優秀
作品集，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7.
（8）陳前虎，陳玉娟，浮水印嘉善——浙江省第

二屆大學生鄉村規劃與創意設計大賽作品集，建築
工業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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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代表性論文

（1）陳前虎，吳昊.國土空間開發“源匯”格局對
河道水質的影響——以杭州市11個排水分區為例.
《城市規劃》，CSSCI，2020， (07）: 22-28.
（2）陳前虎，潘兵，司夢祺.城鄉融合對小城鎮區
域專業化分工的影響——以浙江省為例．《城市規
劃》，CSSCI，2019， (10): 22-28.
（3）陳前虎、司夢祺、潘兵. 浙江省小城鎮特色成
長的機制、障礙與路徑————可持續發展的擴展
模型及應用.《經濟地理》，CSSCI，2019，39
（11）：25-31.
（4）陳前虎，李玉蓮等.城市建設用地海綿化程度
對地表徑流水質的影響——以浙江省嘉興市為例.
《水土保持通報》，CSCD，2019，（8）：1-8.
（5）陳前虎，鄒澄昊等.基於多目標粒子群演算法
的LID設施優化佈局研究.《中國給水排水》，2019，
（10）：126-132.
（6）Qianhu CHEN,Hanning DO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s for island cities： The
case of Zhoushan Maritime Garden City. Island Studies
Journal, 14(2), November 2019, pages 137-156.
SSCI(二區).
（7）陳前虎，方麗豔等. 異質性視角下的街區複合
環境與步行行為研究——以杭州為例．《城市規
劃》，CSSCI，2017，41(9): 48-56.
（8）陳前虎，等. 城市街區道路交通佈局與降雨徑
流污染關係研究——以杭州市為例．浙江工業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3)：320-326（人大複
印資料《城市生態與環境》2015.1全文收錄）.
（9）陳前虎，孫攸莉，錢愛華.海綿城市建設風險
因素及其影響機制.《城市發展研究》，CSSCI，
2018，（10）：55-61.

mailto:1147396290@qq.com


戰略諮詢與規劃
設計實踐

《海山花園城創新性指標體系研究》（在研），
2016-2019

浙江省城中村改造現狀調查研究，浙江省城市化研
究中心，2017

浙江省城中村改造模式與土地利用研究，浙江省城
市化研究中心，2017

城東製造大走廊發展規劃研究，杭州市政府政策研
究室，2017

杭州市非住宅商品房（商業地產）佈局專項研究，
杭州市規劃局，2017

杭州新一輪城市規劃修編背景下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與空間佈局研究，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2016
嵊州市小城鎮（7個）綜合整治規劃設計，嵊州市
住建局，2016
海寧市小城鎮（2個）綜合整治規劃設計，海寧市
住建局，2016

杭州沿河商務帶規劃建設研究，杭州市政府政策研
究室，2015

杭富同城化背景下午潮山周邊發展問題研究，杭州
市委政策研究室，2015
仙居縣美麗宜居示範村（5個）建設規劃設計，仙
居縣農辦，2015
嘉善縣美麗宜居示範村（7個）建設規劃設計，嘉
善縣住建局，2015
高起點規劃建設舟山群島新區海上花園城，2013-
2014
龍遊縣“美麗鄉村”總體規劃，2010-2012
象山縣高塘島鄉鄉規劃，2012-2013
象山大中莊臨港產業園控制性詳細規劃，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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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批示

1.“打造綠色屋頂‘浙江範本’，高水準推進全省

‘立體大花園’建設”的諮詢報告獲時任浙江省委
副書記、寧波市委書記鄭柵潔批示，被寧波市建委
採納，在舊城改造及未來社區項目中廣泛應用，助
力其在全國第二批試點城市驗收檢查中獲得優秀等
級。
2.高水準打造海綿城市建設“浙江範本”的若干建
議.獲彭佳學副省長批示，詳見省政府領導批示辦理
單20199059：“請省建設廳研究”。浙江省社會科
學研究院《智庫報告》2019年第3期。
3.杭州新一輪城市規劃修編背景下城市綜合承載能
力與空間佈局研究.獲杭州市張鴻銘市長批示，詳見
鴻銘2017年第69號：“此課題研究很有價值，提出

的意見建議請市規劃局閱研”，杭州市委政研室
《決策參考》2017年第1期.
4.杭州沿河商務帶規劃建設研究. 獲杭州市張鴻銘市
長批示，詳見鴻銘2017年第69號：“研究很好，請

市規劃局、政委研處”，杭州市政府《決策參考》
2016年第32期.
5.杭富同城化背景下午潮山周邊發展問題研究.獲杭

州市張鴻銘市長批示，詳見杭州市委政研室《決策
參考》2015年第64期.
6.關於杭州市健康社區規劃研究工作情況的報告.獲
杭州市陳紅英副市長批示，詳見紅英2014年第788

號：“請市健康辦在市規劃局健康社區規劃研究的
指導下，抓好以點帶面試點和推廣工作”.

省級以上榮譽稱
號

（1）浙江省優秀科技工作者，浙江省委組織部等
六部門聯合頒發，2016
（2）浙江省優秀共產黨員，浙江省教育工委，
2010
（3）浙江省第三屆教壇新秀，浙江省教育廳，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