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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凌    

职务/职称：教授/研究生导师  

 
 

 

（300~500 字） 

马凌，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2010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999-2002 年任天津商学院旅游系 (天津) 讲师；2004-2013 年任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州) 讲

师；2013-2016 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后；2016 年 12 月调任广州大学地理科

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中心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旅

游地理、城市舒适物、人才流动与城市发展、消费地理与消费文化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1 项、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国家旅游局面上项目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在《地

理学报》、《地理研究》、《旅游学刊》、Cultural Geographi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多篇；参与书籍编写或翻译 5本；获省部级奖励 3项，

市级奖励 1 项。  

 

 

• 社会文化地理与旅游地理 

• 城市舒适物、知识人才流动与城市发展 

个人简介 

研究方向 

基本信息 



• 消费地理与消费文化研究 

 

 

 

• 本科生：《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消费地理学》、《地理专业英语》 

• 研究生：《地理前沿讲座》 

 

 

 

 

• 1995.09－1999.06，南开大学，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及经济学（旅游管理）双学

士学位 

• 1999.07－2002.01，天津商学院旅游系（天津），讲师 

• 2002.02－2004.06，德国弗莱堡大学和南非纳塔尔大学，社会学硕士 

• 2003.05－2003.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分部（印度新德里）文化部，实习职员 

• 2007.09－2010.07，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 

• 2004.07－2013.07，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州) ，讲师 

• 2013.12－2016.12，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博士后 

• 2017.01 至今，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

心，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 

 

 

 

• 2011.01－2012.12，国家旅游局面上规划项目（11TAAG010），“旅游研究中建构主

义范式的演进逻辑及其方法应用”，经费 3 万元 

• 2012.01－2015.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207），“城市舒适物、人才流动

与城市产业结构研究—以深圳、东莞为例”，经费 19 万 

• 2016.04－2017.04，国家旅游局面上项目（16TAAG012），“旅游的功能与作用再认

识研究: 基于人文主义的视角”，经费 3 万元 

主讲课程 

科研项目 

教育与工作经历 



• 2016.09－2018.12，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6YJC63008)，“知识型人才流动与城市吸

引力研究: 一个生活机遇的视角”，经费 8 万元 

• 2021.9 —2022.9：广州大学 2021 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成果导向（OBE）教

育理念的探究式教学方法改革：以《人文地理学》课程为例” 

• 2019.10－2022.1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0A1515010481)，“区域创新发

展背景下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融入过程、机制与效应研究”，经费 10 万元 

• 2020.01－2023.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3)，“转型发展背景下海归知识移

民的流动与地方协商研究：珠三角案例”，经费 58 万元 

 

 

 

【论文】 

• 马凌，谢圆圆，张博*.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地理学

报，2022, 77 (6):  1430-1445.  

• Li Wei, Ma Ling*, Tan Yining, Liu Meixin. Attracting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to Guangzhou, 

China: A Policy Commentary[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2022 (14). Dêlidji Eric Degila 

and Valeria Marina Valle (eds.) (2022) Governing 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from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DOI: 10.4000/poldev.4544.  

• 刘婷婷，马凌，保继刚*，旅游中的地方营造：缘起、内涵及应用，人文地理，2022，

37（2）：1-12. 

• 谢圆圆, 李锦昊, 马凌*. 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高校大

学生为例. 热带地理, 2022, 42 (3): 385-395. 

• 马凌*, 谢圆圆, 袁振杰. 新型全球化与流动性背景下知识移民研究：议题与展望. 地理

科学, 2021, 41(07): 1129-1138.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 马凌*, 陈浩然, 朱竑. 后城市景观中的乡愁与地方批判：基于“珠江夜游”艺术展的图

像分析. 地理研究, 2021, 40(06): 1637-1651. 

• 马凌. 旅游中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旅游学刊, 2020, 35(03): 9-11. 

代表性论著专利 



• 袁振杰*, 马凌. 行走的记忆，记忆的行走: 旅游中体验与地方认同. 旅游学刊, 2020, 

35(11): 5-7. 

• 保继刚*, 陈苑仪, 马凌. 旅游资源及其评价过程与机制: 技术性评价到社会建构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07): 1556-1569. 

• 黄晓星, 马凌*.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 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

江口村的分析. 地理研究, 2019, 38(09): 2148-2161. 

• 马凌, 张媛媛, 朱竑*, 陈晓亮.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

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9, 38(08): 2044-2057. 

• 马凌, 朱竑*, 王敏. 重返“物质”: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研究及进展评述. 人文地

理, 2019, 34(03): 44-52+8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 Ling Ma, Orlando Woods, Hong Zhu*. Restoration of an ancestral temple in Guangzhou, 

China: re-imagining history and traditions through devotion to art and creation.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9,26(1): 141-149. 

• 朱竑*, 张博, 马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议题与展望. 地理科学, 2019, 

39(01): 1-11.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 安宁, 马凌, 朱竑*.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2): 1633-1643. 

• 马凌, 朱竑*. 面向人的存在的旅游功能再认识研究: 基于人文主义的视角. 旅游学刊, 

2018, 33(6): 14-23.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 马凌, 李丽梅, 朱竑*.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地理学报, 2018, 

73 (4): 755-770. 

• 马凌, 孙九霞, 朱竑*. 流动、旅游与后现代: 一个研究视角与一种精神转向. 人文地理, 

2017, 32(3): 146-151. 

• 马凌, 朱竑*. 旅游研究中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基础及其方法应用- 兼议旅游世界

的本质. 旅游学刊, 2015, 30(7): 100-107.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5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 马凌*. 城市舒适物视角下的城市发展: 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 山东社会科学, 

2015(2): 13-20.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5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 



• 陈胜, 马凌*. 高素质人才的城市舒适物偏好及其就业城市选择——以信息产业中的科

技人才为例. 人文杂志, 2014, 221(9): 114-121. 

• Jigang Bao*, Guanghua Chen, Ling Ma.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Insights from Insider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5: 167-181. 

• 马凌, 王瑜娜*.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文化建构: “文本与语境”的分析范式—以湖南

凤凰古城为例.  学术研究, 2013(3): 65-70. 

• 马凌, 保继刚*. 感知价值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

例. 地理研究, 2012, 31(2): 269-278.  

• Ling Ma, Alan A Lew*.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 in festival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2,7(1): 13-31.  

• 马凌*. 旅游社会科学中的建构主义范式. 旅游学刊, 2011(1): 31-37.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转载) 

• 马凌*. 节庆旅游中的阈限体验: 日常世界与旅游世界—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学术研究, 2010, 11: 94-99. 

• 马凌*. 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旅游学刊, 2009, 24 (3): 69-74. 

• 张朝枝*, 马凌. 原真性理解: 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 旅游科学, 2008, 22(1): 

1-8. 

• 马凌*. 本真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旅游学刊, 2007(10): 76-81.  

• 张朝枝, 马凌, 王晓晓, 于德珍. 符号化的“原真”与遗产地商业化―基于乌镇、周庄的

案例研究. 旅游科学, 2008, 22(5): 59-66. 

• 马凌. 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6: 

181-186. 

 

【著作章节】 

• 马凌，传统节庆商品化背景下的游客体验及满意感差异研究— 基于西双版纳和深圳

民俗村“泼水节”的对比，载: 保继刚主编，旅游研究进展（第 5 辑），2015,5:101-

138.  



• 赖坤，张骁鸣，李军，叶圣涛，马凌，李咪咪译，约翰特赖布著，旅游哲学：从现

象到本质，商务出版社，2016.  

• Jigang B., Jiuxia S., Honggang X. & Ling M. (eds. ),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 Asian Practice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09.  

• 王宁、刘丹萍、马凌等编著. 旅游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 Yinhua L., Ling M. & Hong Z., Viewing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ir Trends by Comparing Articles Published in Tourism Tribune 

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Annual,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6: 362-370. 

 

 

 

⚫ 国家文化与旅游部，论文一等奖：面向人的存在的旅游功能再认识研究, 2019（排名第一） 

⚫ 国家旅游局度科研成果奖、论文奖一等奖：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Insights from Insiders，

2017（排名第三） 

⚫ 国家旅游局 2011年度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2011（独立作者） 

⚫ 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先进个人（20220225），2022.  

 

⚫ 《文化地理学》，广东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粤高教函〔2021〕21号）（集体参

与），2021. 

⚫ 广州大学第三届教学学术论文三等奖   2021 （排名第一） 

⚫ 2021 指导本科生获得全国地理研学大赛人文地理组三等奖（排名第二） 

⚫ 天津市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二等奖，天津商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2000.  

 

 

• 加拿大约克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智力移民研究组（Intellectual Migration)成

员；2019-至今 

• 《旅游论坛》编委；2018-2021 

获奖情况 

学术社会兼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