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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陈培安，男，汉，中共党员，1965 年生。1991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

至今。人文地理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人口与经济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开设的主要课程： 

中国地理，区域分析与规划，区域经济学原理，产业经济研究。长期任人文-经济地理

野外实习领队与指导教师。 

 

主持或参与的部分课题： 

1.山东省教育厅.高校研究性教学的实践与探索——以“五位一体”本科导师制模式为

例.2017.主持人 

2.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养老机构区位选择机理及其政策启示研究

(17CJJJ37).2017.主持人 

3.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东省数据重点研究课题.山东老年人生

活状况分析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对策研究.2015.研究人员 

4.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山东师范大学第七批研究生重点课程《区域经济学原理》

（YKC1503）.2015.主持人 

5.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济南都市圈养老机构布局研究，

J14WF17（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2014.主持人 

6.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济南市城乡一体化理念与战略行动方案研究

（13CSB29）.2013.主持人 

7.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基于就业和人口结构变动模型的最佳退休年龄探索（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201310445097）.2013.指导教师 

8.山东省老龄委.山东省 2020年人口老龄化状况模拟及对策研究.2008.子课题负责人 

9.济南市老龄委.济南市 70 岁级以上老人生活现状评估及老有所养研究.2008.研究人

员 

10.济南市老龄委.济南市百岁以上老人生活状况评估及长寿机理研究.2008.研究人员 

11.山东省卫计委.山东省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2008.子课题负责人 

12.济南市发改委.济南市工业产业布局导向研究.2008.独立 

13.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研究. 2007.参加者 

14.济南市科技计划项目.济南市老龄人口老龄化现状评估、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2007.



研究人员 

15.济南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济南黄河以北地区开发战略研究.2005.研究人

员 

16.济南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济南市产业布局优化研究.2005.研究人员 

17.山东省发改委课题.山东省经济、人口、城市空间布局研究.2005.研究人员 

18.山东省老龄委课题.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 2005.研究人员 

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

应及支撑能力.2004.子课题主持人 

20.山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招标课题.山东协调空间开发秩序

和调整空间结构研究（项目编号：200407）.研究人员 

2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城市群形成动力机制与综合竞争力提升研究----以山东半岛

城市群为例.2004.子课题负责人 

22.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城市群对社会经济发展拉动效应及其机制研究----以山

东半岛城市群为例.2004.子课题负责人 

23.“十五”规划山东省社科重点课题.山东省人力资本区域评估及调控系统研究.2004.

子课题主持人 

24.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中心镇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研究.2003.主要研究者 

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力资本时空结构及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研究.2002.子

课题主持人 

26.21世纪济南市城市化发展战略对策研究.2001.课题组成员 

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球贸易与环境互动关系走势研究.2000.研究人员 

 

主编或参编的部分著作： 

1.人口地理学.科学出版社，2017.第一副主编 

2.山东省发展格局及展望.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编著 

3.城市群形成动力机制及综合竞争力提升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副主编 

4.区域人力资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副主编 

5.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环境.商务印书馆，2003.主要研究人员 

6.区域经济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科学出版社，2003.参编 

7.地理学（山东省五年制师范学校统编教材试用本）.山东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副主编 

8.中国经济地理学习图集.山东地图出版社，2001.副主编 

9.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撰写人 

10.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中学地理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编委 

11.人口地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编委 

 

发表的部分文章： 

1.New Concept of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on Elderly Person——Case Review 

from Shandong Province，《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Aussino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Sydney（ISBN 978-0-9806057-6-1），2009。第一作

者 

2.Comparison on Regional Human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China，《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Aussino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Sydney（ISBN 978-0-9806057-6-1），2009。第二作者 



3.Regional Study on Economical Supporting Capatity of Land Resources in 

Shandond Province，Chen Pei-an  Li Yu-jiang，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rnt，2007Volume5，No.1。第二作者 

Strategic choice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LI 

Yu-jiand,CHENpei-an.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ume4,Number,May2007。第二作者 

4.STUDY ON HUMAN CAPITAL VALVE QUANTITY MODEL AND INVESTMENT FEATUERS，Chen 

Pei-an  Li Yu-jiang   Li Zhen，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rnt，

2005Volume3，No.1。第一作者 

5.山东省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协同分析.技术与创新管理 Vol.37 No. 

3，2016.05。第二作者 

6.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分析——以山东省为例.资源与产业.2013年第 4期。

第三作者 

7.莱芜市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分析 中国集体经济,2012 年第 1 期.2012。第

三作者 

8.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 4

期。第二作者 

9.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初探，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10。第三位 

10.当代人类生育动因研究.载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05。第一作者 

11.济南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现代物业，2008年 8期下半月刊／总第 94期。第二作

者 

12.当代人类生育动因分析，人口导报（2008.02.25）。第一作者 

13.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就业结构变动特征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02。第二作

者 

14.山东省地级城市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研究，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第二作者 

15.我国人口城市化区域发展静态与动态比较研究，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第二作者 

16.中国城市化区域研究，社科研究，2006年第 5期（总第 33期）。第二作者 

17.我国人口素质省际差异现状格局，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新形势新视野新举措，华

艺出版社，2005.12。第一作者 

18.城市人力资本投资类型及区域分布研究，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 2期。第二作者 

19.城市人力资本投入系统与空间结构研究，经济地理，2003年第 4期。第二作者 

20.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计量模型研究，中国人口年鉴（2003年）。第一作者 

21.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动力机制研究，中国人口年鉴（2003年）。第二作者 

22.区域人力资本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国人口年鉴（2003年）。第二作者 

2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性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 10

卷。第一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