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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应聘方向：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风景园林、环境设计系 

基本情况 

姓  名 寇怀云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4 年 5 月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高等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城乡遗产保护 职称 副教授 

户口所在地 上海 
联系电话 

邮件  

13601964326 

khy@tongji.edu.cn

社会团体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

北美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 
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会员 

执业资格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教育背景 

时  间 学  校 专业/方向 职位/学位及导师 

2003.9—2007.7 
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化遗产 

博 士 

导师：蔡达峰 

1997.9—2000.2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 

硕 士 

导师：丁文魁 

1992.9—1997.7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 学 士 

工作经历 

2013.01 至今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高等

研究院 
副研究员 

2016.09-2018.08 美国华盛顿大学 建成环境学院 
CSC 访问学者 

合作外导 Manish Chalana

2011.01-2012.12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复兴研究中心 主任规划师 

2008.09—2010.12 
同济大学 

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 
历史城乡保护 

博士后 

导师：周俭 

2000.03—2008.08 
上海市建委党校/城市管

理学院 
景观园林系 

副教授/ 

副系主任 

培训经历 

2014.10，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遗产影响评估国际培训班（HIA），都江堰

2015.10，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 社区参与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

班（PCA），意大利，罗马 

2018.0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自然与文化遗产联合保护国际培训班（CBWNCL），

日本，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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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与获奖 

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678416）：“传统村落外力干预与内生秩序的耦合机制与规

划调控”，2017.01-2020.12（在研） 

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5ECK001）：“城市工业遗存及其保护与更新制度研究”，

2005.09-2007.07  

3、 中国博士后基金：“工业遗产核心价值及其保护研究”， 2009.12-2010.12  

4、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开放课题：“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

保护性重建十年规划回顾”，2018.07-2019.06（在研） 

5、 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工业遗产保护研究”，2005-2007  

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8AGL025）：“新时代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2018.06-2021.07（在研）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478318）：“转型期我国近代煤矿工业遗产的历史研究与保

护”， 2015.01-2018.12（在研） 

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GL124）：“财产权利视角下的我国城镇建筑遗产保护机制研

究”， 2012.06-2015.12  

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9BTQ03）：“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以近代工业遗产

博物馆为例”2009.06-2014.12  

5、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文化创新人才教育机制研究”，2012-2014 

6、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课题：“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国际经验及上海世博会筹办和后

续利用中的借鉴”，2008.06-2009.05  

7、 上海市市容环卫局：“世博会前上海景观灯光格局、区域特点、整体水平分析研究”，

2005.08-2006.07  

8、 无锡市文化局课题：“无锡工业遗产特色价值及保护性利用研究”，2007.07-2008.06  

国际合作项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项目”中国试点-海龙屯（WHST-17/HLT），任资

深研究专员，负责规划专题研究，2017-2019 

2、 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贷款号：7693-CN），贵州省旅游局，

负责村寨文化景观子项目，2010-2017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历史性城镇景观（HUL）评价

与管理决策”研究，负责文化景观专题研究，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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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奖 

1、 《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项目-三门塘刘家祠堂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遗产保护奖（荣誉奖），2016 年 

2、 《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保护与实施》，2016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

划设计二等奖（城市规划类），署名第二 

3、 《云南省云龙县邓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13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

奖（城市规划类），署名第四 

4、 《贵州地扪传统村落保护规划》，2015 年同济规划院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期刊论文 

（1）Conser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Xijie Historic 

District, Dujiangyan City, China, Sustainability (SCI/SSCI), 2018,10(12), 4645; 

doi:10.3390/su10124645 第一/通讯作者 

（2）Reflection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L: A Case Study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Xijie Historic Block in Dujiangyan, Sichuan Province, 

Operationalising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 A Practitioner’s View,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03  

（3）“Lessons from Post-Disaster Home Reconstruction: Dujiangyan City, China”，发表于“Dynamics 

of Community Form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SA, 2017.10 ISBN：9781137533586. 2017.10 （第

二作者） 

（4）传统村落保护的社区规划师角色构建，中国文化遗产，2018.3（第一作者） 

（5）社区参与对历史街区保护的影响：以都江堰西街历史文化街区灾后重建为例，城市规划，

2015.7（通讯作者,第二作者） 

（6）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变迁，中国文化遗产，2015.1（第一作者） 

（7）上堡古国-纯净祥和的湘西南侗寨，人类居住，2015.1（第一作者） 

（8）文化空间视角的民族村寨保护规划思考，上海城市规划，2014.6（第一作者） 

（9）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发展路径，中国文化遗产，2013.12（第一作者） 

（10）无锡工业遗产调查，中国文化遗产，2011.1（第一作者） 

（11 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及其保护思路研究，东南文化，2010.10（第一作者）） 

（12）法国工业遗产保护实践分析与借鉴，北京规划建设，2009.12（第一作者） 

（13）工业遗产保护综述，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唯一作者） 

（14）城市绿地外部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中国园林，2006.12（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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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外文化遗产管理对我国的启示，中国文物报，2005.7.26（唯一作者） 

（16）旧工业建筑改造为展示空间的再利用研究，中国博物馆，2005.4（唯一作者） 

（17）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法规体系问题研究，中国文物报，2004.12.3（唯一作者） 

（18）人聚环境可持续发展观的历史考察，上海建设职工大学学报，2000.6（唯一作者） 

  另：文章”Revitalization by Vernacular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Dujiangy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于 2019 年 4 月投稿 Planning Perspective 杂志

(SSCI) 

 

其他社会工作 

Sustainability (SCI/SSC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SCI/SSCI）、Heritage 杂志审稿人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审稿人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科研评审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