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姓名（中文/汉语拼音） 曾鹏/ZENG PENG

职称 教授

年龄 45

所在学院（系、所） 建筑学院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邮编 300072

电子信箱 urbanplan@tju.edu.cn

联系方式 19802202096

主要研究方向

存量规划与城市更新，乡村发展与乡村规划，韧性城市与智慧规划

主要学历

2004/03—2007/0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2001/09—2004/03，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硕士（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

1996/09—2001/0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大学本科（建筑学专业）

主要学术经历

2016/11 至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小城镇规划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9/02 至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历任副主任、主任

2007/08 至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2013/11-2014/05，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

2015/11-2016/06，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

2015/08-2015/11，代尔夫特，访问学者

主要讲授课程

《城市生态规划（一）》本科生课程；

《联合工作坊》本科实践课程；

《村镇发展与规划方法》研究生课程

主要学术兼职

全国城市规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村镇建设分会常务理事、城市设计分会理事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韧性城市专委会秘书长、城市更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城市规划学会党委书记、副理事长

《城市规划学刊》、《小城镇建设》等期刊编委

天津市创新类团队建设专项团队 带头人

主要学术成就、奖励及荣誉

指导学生获奖（国际竞赛）：

[1] 第四届“中联杯”大学生建筑设计国际竞赛 一等奖 。作品《云创工坊》 学生：邱雨新 赵熠萌 巴婧 张泽茜。指导教师：

曾鹏，张昕楠。主办单位：中国建筑学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

会



[2] 艾景奖——第四届国际园林规划设计大赛 银奖。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报社 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作品《生态 T

台》学生：郭柳园 周云洁。指导教师：曾鹏。

[3] 艾景奖——第五届国际园林规划设计大赛 优秀奖。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报社 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作品《基于

低影响开发策略的滨水集镇规划设计》学生：张艺萌、张书涵。指导教师：曾鹏。

[4] 第七届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银奖。主办单位：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世界

人居（北京）环境科学研究院。作品：《嗨.翻——城中村的再生长》学生：常铭玮、杜梦鸽。指导教师：曾鹏、袁大昌。

[5] 第七届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银奖。主办单位：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世界

人居（北京）环境科学研究院。作品：《更新/耕新？》学生：柴彦昊、杨骁。指导教师：曾鹏。

[6] 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学生设计组 银奖。作品《ECO-RUNWAY》学生：郭柳园 周云洁。指导教师：曾

鹏。主办单位：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组委会

[7] 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学生设计组 银奖。作品《天坑复睦·景耀煤城》学生：陈恺，王祎。指导教师：曾

鹏。主办单位：美丽奖世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组委会

指导学生获奖：

[1] 2020 年 健康人居杯论文竞赛 二等奖。作品 《多情景的合水县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用地贡献研究》 学生：满达、孙宗耀、李

戈 指导教师：曾鹏

[2] 2017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市设计课程作业评优 二等奖。作品 《峰峦坞谷，湖湾人家——基于多维激活效应的

太湖蒋东村乡村更新修复设计》 学生：于传孟、李子琦 指导教师：曾鹏

[3] 2015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市设计课程作业评优 二等奖。作品 《城塬复睦，窑厢呼应——多重融合激活策略引

导下的米脂老城保护更新规划》 学生：赵雨飞、李渊文 指导教师：曾鹏

[4] 2014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城市设计课程作业评优 三等奖。作品 《墙续厢缝 端城循遗——古城墙织补与再激活引

导下的肇庆新旧城临界区保护更新设计》 学生：姚佳伦、尤智玉 指导教师：曾鹏

[5] 2013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二等奖。作品 《环水而栖、生态游埠》 学生：孟令君、焦宝楠 指

导教师：曾鹏

[6] 2012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调研报告竞赛 三等奖。作品 《老饭桌》 学生：刘君男等 指导教师：曾鹏

[7] 2012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一等奖。作品 《缘波映坞、浔水而渔》 学生：李安博、蒋蕊 指

导教师：曾鹏

[8] 2011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调研报告竞赛 三等奖。作品《学府市井－高校周边自发商业服务业调研报告》 学

生：高舒琪、贺贤华等 指导教师：曾鹏

[9] 2011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三等奖。作品 《城市基因修复—广西北海老街滨水区城市更新设

计》 学生：齐萧逸、员毅超 指导教师：曾鹏

[10] 2010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三等奖。作品《塘床净水系统控制下的生态城市》 学生：高蕊 李

博 指导教师：曾鹏

[11] 2010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二等奖。作品 《水韵繁花—基于传统花卉基地的滨水体验性生态

社区设计》学生：杨偲 杨星月 指导教师：曾鹏

[12] 2009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一等奖。作品 《居高思危》 学生：丁寿颐、白继明 指导教师：



曾鹏

[13] 2008 年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二等奖。作品 《存量体系控制下的城市中心区 有机更新》 学生：

周妙韵、董镇彦 指导教师：曾鹏

教学获奖：

[1]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实验竞赛 优秀奖：课程《详细规划之城市设计》 主持人：曾鹏； 参与人：蹇庆鸣、

陈天、闫凤英、侯鑫、龚清宇

[2]“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实践推进研究 优秀成果奖

[3]“天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适应城市规划社会需求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城市规划设计教改研究

[4] 2011 年 获 CCDI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第一届优秀青年教师

[5] 2011 年 获 PSIP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优秀指导教师

[6] 2012 年 获 PSIP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优秀指导教师

教改项目：

[1]《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建设项目》天大子课题：《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含境外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调研,项目来源：住建部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2014.09-2014.12.（项目负责人）

[2]《城市规划设计》校企联合实践教学课程建设（项目号：250-0816000003,项目来源：2015 年天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建设项目）2015.12-2016.06.（项目负责人）

[3]《城市规划设计》校企联合实践教学课程建设（继续资助项目,项目号：250-0903990001, 项目来源：2016 年天津大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2016.09-2016.12.（项目负责人）

[4] 基于现代开放教育的《城市规划设计（一）》教学改革（项目类别：课程教改，项目编号：YCX17010,项目来源：2017 年“研

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2017.05-2019.05.（项目负责人）

[5]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实践基地（项目来源：2017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建设项目）2017.09-2018.12（项

目负责人）

[6] 强类型、融差异、宽模块——城乡规划专业高年级联合设计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天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7.06-2017.12（第 2 参与人）

[7] 本硕一体化城乡规划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天津大学 2017 年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06-2017.12（项目负责人）

[8] 建筑学院博士培养管理改革及城乡规划学科试点（项目来演：2019 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2019.05-2021.05（项目负责

人）

[9] 研究生示范性全英文专业《城市规划》（项目来演：2019 研究生示范性全英文专业建设项目）2019.06-2020.12（项目负责

人）

[10] 智慧城市与社区发展高端外专引进项目（项目来源：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2020.01-2021.12（项目负责人）

[11] 健康社区设计虚拟现实仿真实验教学项目（项目来演：第四批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

设项目）2020.05-2020.10（项目负责人）

[12]“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配合一级学科建设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改革研究（排名 2）

[13]“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转型与重构城市规划博士生论坛（排名 2）

[14]“天津大学本科教学综合改革立项项目”——强基础、宽领域、重能力——适应城市规划领军人才培养需求的专业课程建设

改革（排名 2）



[15]“天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适应城市规划社会需求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城市规划设计教改研究（排名 2）

[16]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应用型精英人才培养的城市规划专业学位设计实践教学课程建设》（排名 2）

[17]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天津大学城乡规划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排名 2）

主要学术成果

【基金项目】

1.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 城 镇 化 政 策 演 进 与 京 津 冀 乡 村 空 间 网 络 变 迁 的 响 应 机 制 研 究 ” （ NO ： 51978447 ）

2020.1.1-2023.12.30（项目负责人），拨款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 GIS-CA 情景模拟的京津冀地区存量工业空间转型更新机理研究”（NO：51678393）

2017.1.1-2020.12.30（项目负责人），拨款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3.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碳排放与产业效率双重约束下的城市型工业区生命周期及转型策略研究”（NO：

14YJCZH195）2014.6-2017.6（项目负责人）拨款单位：教育部社科司.

4.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物理环境污染胁迫下的闽三角城市群生态风险预测与防控技术集成及预警开发平台”

（2016YFC050290202）2016.7.1-2020.4.1 （排名 2）拨款单位：中央财政专项经费.

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智慧技4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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