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基本信息：
1.1姓名：黄勇
1.2学位：工学博士
1.3学历：博士研究生
1.4最后毕业院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5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1.6职务：学科办主任
1.7联系方式：Hyong@cqu.edu.cn
1.8研究方向：山地城乡规划与设计，城乡复杂网络分析
1.9学术兼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科技青年联合会发展与规划专委会委员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通讯编委
2.教育简历：
2004/09 – 2009/12，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学，工学博士
1999/09 – 2002/12，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工学硕士
1994/09 – 1998/06，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现长安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
3.工作简历：
2009/12 –至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4.代表性成果：
4.1著作论文
[1] 黄勇，万丹，冯洁，山地城镇公交网络结构特征及空间机理研究，城市规划，2019,43（4）：70-77。
[2] Dan Wan , Yong Huang*, Jie Feng , Yaling Shi, Kairui Guo , Ran Zhang, Understanding Topological and Spatial Attributes of Bus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in Cities of Chongqing and Chengdu,Mathematical problem in engineering, online,2018.06（WOS:000448528500001）
[3] 黄勇，齐童，石亚灵，万丹，张四朋，村镇生活垃圾低成本收运系统空间布局方法研究，山地学报，2018，36（4）628-643
[4] 黄勇，石亚灵，西南地区历史城镇社会网络保护评价探索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8（3）：40-49。
[5] 黄勇，张美乐，基于复杂网络城镇建设用地空间结构连通特征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7（8）：60-66.
[6] 黄勇，石亚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更新，建筑学报，2017（2）：86-89。
[7] 黄勇，冯洁，石亚灵，汪洋，城镇燃气管网的健康评价及规划优化[J]，同济大学学报（自科版），2016，44（8）：1240-1248.（EI:20163802829300）
[8] 黄勇，刘杰，史靖塬，等，城镇商业街道空间网络模型构建及方法研究[J]，城市规划，2016（6）：67-74。
[9] 黄勇，肖亮，胡羽，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城镇工程基础设施健康评价：重庆万州区为例[J]，中国科学，2015，45（1）：68-80。
[10]黄勇，史靖塬，汪洋.重大移民搬迁工程区域社会问题及规划理论研究——以三峡库区为例[J].城市规划.2010(8):29-35.
4.2科研课题：
[1]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村镇空间扩展的时空模拟技术（2018YFD1100804），国家科技部，课题负责人，2018/12-2022/12
[2] 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重庆山地城镇排涝网络规划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cstc2016shmszx30001），重庆市科委，项目负责

人，2016/05-2019/06
[3]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任务，西南山地农村住宅安全自适应建造设计技术与集成（2013BAJ10B07-02），国家科技部，任务负责人，已结题
[4] 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国家重大工程移民社区结构健康评估与规划响应技术研究（20110191120030），国家教育部，项目负责人，已结题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快速城镇化地区社会结构的灾变过程研究：以三峡库区为例（511084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负责人，已结题
4.3 设计作品：
[1] 山东省烟台市“乡村振兴”规划设计技术导则（村镇风貌设计导则、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2019.06
[2] 重庆合川区纯阳山-瑞映山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庆市级），2018.12
[3] 重庆市铜梁区民主路城市设计，2018.11
[4] 四川省甘孜州大渡河流域（康定段）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18.03
[5] 重庆市传统风貌区规划设计导则，2017.12
[6] 重庆市特色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导则，2016.11
[7] 太白山汤峪生态旅游度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陕西省宝鸡市），2016.10
[8] 重庆市“十三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施规划，2015.12
[9] 重庆市长寿湖-菩提古镇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重庆市级），2015.01
[10]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乡总体规划，2014.12
4.4奖项奖励：
[1] 重庆历史文化名城资源化传承模式、技术及工程应用（排名第1/共10人），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8年度。
[2] 重庆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建设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排名第2/共7人），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4年度。
[3] 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理论、方法和技术（排名第2/共1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3年度。
[4] 山地城乡规划标准体系研究与应用（排名第6/共7人），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3年度。
[5] 重庆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评定（排名第1/共15人），重庆市规划协会&重庆市测绘协会，重庆市规划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5年度。
[6] 重庆城市空间环境品质规划设计导则研究（排名第2/共9人），重庆市规划协会&重庆市测绘协会，重庆市规划测绘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3年度。
[7] 重庆市长寿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年编制）（排名第2/共15人），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表扬奖，2015年度。

教师队伍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博士后

诚聘英才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jsdw/js.htm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jsdw/js.htm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jsdw/fjs.htm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jsdw/js1.htm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bsh.htm
http://chongjian.cqu.edu.cn/szdw/cpyc.htm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20700

Copyright 2011 （C）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8] 烟台市中心城区山地绿地保护控制规划（排名第7/共15人），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三等奖，2015年度。
[9] 山地建筑、规划、景园、技术“四位一体”学科融合与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排名第6/共7人），重庆市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3年度。
[10]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导师赵万民），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2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