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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类如何合理管理
“

地球生命支撑系统
” ,

以满足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

是全球环境

变化 ( lG
o b al Evn ior

~
n
磁 Ch an g e ,

简称 GE C )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 因素计

划 ( nI te m a ti o aln H t m l田 1 D ime sn io sn orP
g 刊m m e on GI Oba l E n vi

~
n
alt Ch田 lg e ,

简称 IH D )P 侧重于全球环

境变化的人文因素 ( H
u n

圃 iD

~
io sn of lG ob al Evn ior ~

n
以 C ll an g e

,

简称 H DG E)C 研 究方面
。

本文

在对国际 HDGE C 研究发展大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

概述 了中国在 H (D ; EC 研究方面的进展
,

分

析了我国 H (D ; E C 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探讨 了我国 H】兀 E C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势
。

我国 H (D ; E C

研究应根据国情
,

着眼全球
,

把握趋势与时机
,

在重大研究问题
、

能力建设等方面有所发展
、

突破
。

〔关键词 ] 全球环境变化
,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人类正面临着全球环境变化和全球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巨大挑战
。

人类不仅受到来 自变化中地球的

强烈冲击
,

而且人类活动正 以前所未有 的幅度和速

度改造着地球系统
,

研究全球环境变化不考虑人文

因素是不可想象的
。

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

化的挑战
,

如何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变化并有

效地利用这种变化的环境
,

即人类如何合理地管理
“

地球生命支撑系统
” ,

以满足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

追求
,

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

当前
,

我国正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

全球环境

变化问题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发展大势为我国

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也

提出了新的挑战
。

本文在对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

因素研究发展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

对我国如何

开展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提出了方 向性建

议
,

旨在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
、

实现 5个统筹以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
。

1 国际 H D G E C 科学计划的组成
、

能力建设

与研究进展

IH D P 是由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 1
n te

I’ant io耐

C o
un

e i l of cS ient i if C u n i o sn
,

简称 ICs u )与国际社会科

学联盟理事会 ( xn t e m at io n a l 阪 ial sc ien e e C o
un

e il
,

简

称 ISS )C 于 199 6 年共同发起的
。

IH D p 与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 ( W o r ld cl

~
R es e

二h p n

尊an ” n e ,

简称

WCRP )
、

国 际地 圈 生 物 圈计划 ( nI et
mat

ion al G eo
-

sP h ,
一

iB os户
e er p n卿’axIU

1 1e ,

简称 IG B )P
、

生物多样性

计划 ( nA nI et

arnt
i o n d p or g 卫m n l e of D i v二 i yt sc i e n e e ,

简称 D IVE SR l l消昌)统称
“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

( E ar’t h

srS
et m isc en ce aP rt n e l习h ip

,

简称 sE S
一

)P
,

是当前国际

上最有影响力的 4 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
。

其共

同使命是传播科学知识
,

促进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每项计划均从整个使命的某些方面着手
,

侧重于更

加特定的科学 目标
。

其中
,

IHD P 旨在描述
、

分析和

理解 H DGE c
,

阐明人类
一
自然藕合系统

,

探索个体

与社会群体如何驱动局地
、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发生

的环境变化 ? 这些变化的影响? 如何减缓和响应这

些变化 ?

1
.

1 科学计划组成

IH D p 科学计划包括核心计划 ( c oer p orj ec st )
、

E SS
一

P 可持续性联合计划
。

目前
,

m D P 有 5 项核心

计划
,

即 :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 ( lG

o l)al E l l v ionr
-

本文系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 ( c cN
一

IH D I
〕

)主席
、

科技部刘燕华副部长 2仪” 年 8 月 30 日在 c N C
-

川。 P成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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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C hna g e

nda H tm l田 1

Sce
u ri ty

,

简称 GE c SH )
、

全球

环境变化的制度因素 ( hsI it ut it on al iD~
is on s of lG ob

-

al Evn i or lnn
e l l t a l C h an g e ,

简称 IDG E C )
、

工业转型 ( nI
-

du
s itr al rT an s fo mr

a t ion
,

简称 仔 )
、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

盖变化 (腼d
一

u s e

耐 L田l d
一

e voe
r e h an ge

,

简称 UL C C
,

与 IG BP 共同发起 )
、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 1五11d
一

O
-

e e an In te

acr it on s i n ht e C o咫alt oZ l l e 11
,

简称 DL IC Z 11
,

与 1(; B P 共同发起
,

是 IH I) p 最新的研究计划 )
。

各

核心计划通过各自的国际项目办公室 ( hI et
mat

i o n al

Porj ect O iff ce
,

简称 IP 0 )协调其运作
,

并接受来 自各

自科学指导委员会 ( sc ien iift
。 st ee irn g c

~
tt ee

,

简称

SS )C 的科学管理
。

SE S
一

P 可持续性联合计划有 4 项
,

包括
:
全球环

境变化与食物系统 ( G l
o b a l E vn i。

一
诫 Ch田 l g e an d

f 、 x刁 ssS ~
,

简称 GE C a f S )
、

全球碳计划 ( lG o bal c ar
-

腼
Porj ect

,

简称 GC )P
、

全球水系统计划 ( lG o l〕 a l aw
-

et r
即st em l

〕
ojr ce t

,

简称 C w s p )
、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

健康 ( Glo bal Evn i。脚
e l l ta l Ch an 罗 an d H山 1侧 1 H e al ht )

。

随着学科发展
、
4 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间

合作的加深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
,

IDH P 不

断酝酿新的科学计划
。

最近
,

IHD P 提出了 2 项研究

计划 ( IG BP/ IH DP 联合计划 ) :
城市化计划 ( U ht an iaz

-

iot
n p orj ec t)

、

全球土地计划 ( lG
o b al l油田 d nP 万ec t

,

简称

GLP )
。

其中
,

G LP 为 UL C C 与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

系统 ( (只曲a l C ll田 l g e

adn eT 二
s
itr al cE

o

sys emt
,

简称

GC TE J G BP 核心计划 )的后续计划
。

与 E SS
一

P 其他研究计划相比
,

IH D P 仍然是个年

轻的计划
,

但 IH D P 已经成为 H DGE C 研究的品牌与

旗帜
,

成为 H DG EC 研究 的信息 源 和交 流平 台
。

IHD P各核心计划的实施推动了大量相关研究活 动

的发展
。

2X(] 3 年 IH I〕P 科学委员会决定开始重估
、

分析目前 I
DH P所取得的成就

,

目的在于中期评估

该计划对 G EC 关键问题的贡献
,

进而为人文因素研

究的下一步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

1
.

2 能力建设

IH D P 开 展 了 广泛 的 能力 建设 活 动
,

并 在

HD GE C研究的国家与区域会议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

具体包括
:
( l) 联合主办了 GE C 研究的大型国际活

动
,

如两年一度的 H DG EC 开放大会 ; ( 2 ) IH D P 举办

了发展中国家人文因素研讨会
、

科学政策论坛等一

系列活动
,

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HDG E C研究的重

要性
。

通 过与美洲 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 ntI -er

A
l l l e ir e an 玩s tiut et on G zoM Cl l田 1罗 价

s e

, h
,

简称

认 )I
、

亚洲
一
太平洋地区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 sA ia -

acP
i价 N e wt o r k on G lob al C h出 l ge R

~
h

,

简称 A p N )
、

全球变化的分析
、

研究与培训系统计划 ( s ys et lsn for

A刀 al 州
s ,

R

aesexC
h adn

…lr 妞i n ign
,

简称 S翻』 T )的合作
,

已经或正在筹建许多工作组 ; ( 3) 国家委员会 ( Na
-

t io n al C

一eett
。 ,

简称 N C )与国家联络点 ( Na iot 耐
oC

n

act t
ioP snt

,

简称 N C )P 是 川 D p 研究与能力建设的

领导力量与驱动力之一
,

种子基金 ( S 犯d G m幻 tS )则特

别支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国家委员会的发

展 ; ( 4) 信息工具的开发
,

如
: IH Dp 通讯 U p DATE

,

IH D I月必书处与科学计划办公室网站
,

囊括大约 5 0汉)

个研究单位和个人的人文因素研究数据库等 ; ( 5) 旨

在促进年轻人文 因素研究者 ( oY ugn H

~
D

~
-

iso sn R氏
~ he 。

,

简称 Y HDR )专业发展与工作的研

究网络于 2X() 1年发起
,

它是 I H D P 长期能力建设的

一项重要手段 ; ( 6) 山地研究 ( oM un 面 n R e s

~
h 俪

-

it iat ves
,

简称 MRI )由 川 D P
、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

GJ B P

核心计划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

人与生物圈计划
”

联合发起
,

提高了自然
、

生态
、

社会
、

经济科学家与实

践者 ( p l a c tiit on er )之间的密切合作 ; ( 7) 人与环境研

究网络 (巧 p u la ri o n 一 E n vi

~
en t R e s e a况 h N e tw o庆

,

简称

PE NR )是一个全球性 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
,

重点研

究与人 口
、

发展
、

环境有关的主题 ; ( 8) 数据与观测是

支持上述研究的关键
。

监测与观测 已经成为人文因

素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

1
.

3 主要研究进展

】HD P 强调 自然与社会
、

科学与政策的交叉
、

渗

透
、

综合与集成
。

IH D P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

视
,

其研究成果服务于科学与决策团体间的对话以

及 GE C 的评估工作
,

为各国经济
、

政治
、

外交政策的

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
。

国际 H DGE C 研

究进展主要集中在 UL C C
、

碳循环
、

GE CSH 等方面
。

LUCC 研究焦点包括
:
土地利用动力学分析与模

拟 ;土地覆盖变化的直接观测和模型诊断 ; 区域及全

球模型
,

即用于综合评估的框架与方法 的开发
。

在

研究课题设置上
,

UL C C加强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

亚和亚洲区域的研究
。

其中
,

东亚温带地区的土地

利用 ( L U IT认 )研究项 目通过畜牧系统的变化
、

农业

的集约化
、

城乡结合部问题等 3 个研究主题的实施
,

调查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变化的原因
,

评估人 口统

计
、

社会经济和气候驱动力在历史时期内的作用 ;开

发受当前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 ;

分析由于气候动力学
、

生态恢复
、

可持续发展及经济

的稳步增长而造成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政

策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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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全球碳循环控制机制
、

寻找未知碳汇
,

E
-SS P 联合提出了 GC P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和欧盟

等国家近年来启动了大规模的国家碳循环研究计

划
,

并建成了包括中国碳通量观测 网在内的全球碳

通量观测网
。

国际上将 UL C C 与碳循环研究结合起

来
,

重视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

盖变化及其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
,

以及由此导致的碳

源
、

碳汇的改变
。

正 因为 UL C C 与 IG B P 另外一个核

心计划 GC 兀 的密切联系
,

才导致了二者后续计划

G l尸 的出现
。

GE CSH 研究核心包括 5 方面
:
环境和人类安全

的概念和理论问题
,

环境变化
、

资源利用与人类安

全
,

人口
、

环境和人类安全
,

环境压力和人类安全的

区域模型
,

机构和政策发展
。

GE C H S项 目对 GE C 研

究的 2 个重要贡献是综合性
、

定量 2 种手段的评价

方法
,

优化长期分析与计划的管理技术
。

GE CSH 在理论和概念上研究了环境恶化
、

贫困

及其导致的不安全问题
,

并围绕威胁人类安全的环

境变化因素及其在各种经济
、

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进

行了实证研究
。

例如
,

多伦多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

项 目
,

苏黎士
、

波恩 的环境与冲突计划
,

奥斯陆国家

和平研究等
。

这些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环境变化和

资源匾乏作为潜在的暴力冲突的诱发因素的作用
。

在方法上
,

GE CSH 研究涉及计算机建模
,

开发早期

预警系统
,

建立人类不安全指标体系等
。

GE C HS 注

意了环境与安全
、

政策发展之间 的综合研究
。

以跨

界污染问题为例
,

中国北方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所造

成的跨国界环境问题
,

引起了邻国的关注 ;亚洲棕色

云团也成为一个突出的跨界环境问题
。

结合与 G E C

有关的国际履约
、

国际冲突
、

数字鸿沟问题
,

GE CSH

与 11犯E C催生了一系列国际环境法规的出台
。

2 中国 R D G E C 研究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与机遇

2
.

1 研究进展

在国外 GE C 研究领域兴起和我国环境 问题函

待解决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 的前提下
,

我 国

GE c 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开始起步
,

形成了

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
。

在中国科学院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

科技部等部委资助下
,

我国 H DGE C

研究在 UL C C
、

碳循环
、

国家安全
、

GE C 的区域适应等

多个领域做了有益探讨
,

为我国在资源
、

环境和经济

战略问题上的宏观决策
、

参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 U
n iedt N at io sn Falrn

e w o永 Cvon
e n t ion o n C l imat

e

Cll an g e
,

简称 uN
F c c )C 谈判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

术支持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在 GE C 研究计划的组织与

实施过程中
,

中国科学家通过多种形式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导向性的重大 HDG E C 问题
。

19 88 年在 21 届

IC SU 大会上
,

叶笃正提出要将土地利用引发的全球

环境问题作为除温室气体以外的另一类重大的 GE C

问题加以高度重视
,

这一提议得到英国等国的积极

响应
,

从而导致了 UL C C计划的诞生
。

20 世纪 卯 年

代
,

叶笃正提出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
,

并指出要

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
,

开展有序人类活动
,

最大限度

地减小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

这一观点引起了

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

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到 UL C C 这个 IH Dp 最为成

熟的核心计划中
,

并在某些项 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

例如
,

UL C C项 目之一
“

中国土地利用变化 ( UL C )
”

研

究的 2 个主题为
:
中国的食品安全及未来土地利用

变化
,

中国农业发展与土地利用和水资源的联系
。

该项 目通过分析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各种人类驱动

力
,

发展新的认识
,

提出有关复杂人类
一
环境系统中

设计方法层面的问题
,

并将这些认知运用到中国土

地利用和粮食政策的经济
、

实用及替代性的科学评

估上
。

我国资源环境遥感工作者通过 SR 和 GI S 技

术建成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9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

末期覆盖全国的陆地卫星遥感影像库
,

并通过遥感

数据分析形成了我国现代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数据系

列
。

进而据此对该时段 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

分析
,

揭示了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土地利用变化的

区域特征
,

分析了区域特征形成的主要人文驱动机

制
。

另外
,

结合土地调查
、

统计数据
、

卫星遥感资料
、

历史资料
,

我国开展了过去 300 年中国土地利用与

土地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地理区位的特

殊性为全球碳循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自然背景
。

我

国大规模的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和高速的城市化进程

为开展碳循环驱动机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

背景
。

2X() 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 了知识创新工程重

大项 目
“

中国陆地和近海生 态系统碳收支研究
” ,

2X() 3 年科技部启动了国家 973 计划
“

中国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 。

这些大型研究计

划不仅带动我国在全球碳循环研究领域取得原始性

创新成果
,

而且促进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知识和数据

积累
,

为我国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建设
,

为我国参与

UN CF C C谈判
、

履行国际义务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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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 8 年起
,

我国学者就开始关注 GE C 对我

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
。

从国际上看
,

在 GE C

大背景下我国与发达国家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

利益冲突 ;从国内来看
,

GE C会引发地区或区域间的

矛盾和冲突
,

表现为不同地区或利益集团为了 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
。

例如
,

河流上下游因截水
、

筑坝发 电等局部利益引发 的区

域冲突甚至械斗 ;此外
,

GE C还会通过引发或加剧自

然灾害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
。

最近
,

我国学者积极参与到 国际风险管理的有

关组织工作中去
,

并开展了科技发展进程中 (如纳米

技术
,

克隆技术
,

转基因 )以及国际上联合行动 (如互

联网
,

卫星通讯
,

生物 多样性和生物遗传资源的掠

夺 )等引发的新型风险预研究
。

风险管理是一 门国

际需求特别强的新的交叉学科
,

其研究理念从传统

的抗灾减灾转向风险管理
、

与风险共存
。

考虑到风

险管理的浓厚区域特色
,

在 IH D P 的研究框架下
,

科

技风险与我国的传统风险
、

传统 H DG EC 研究相结

合
,

必将催生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涌现
,

进而带动相关

全球公约的制定
。

近年来
,

我国学者叶笃正
,

吕建华
,

刘东生
,

陈宜

瑜等多次在各种场合下提出对 GE C 影响的适应及

其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议题
,

强调可持续发展要考

虑对 GE C 的适应
。

叶笃正等的
“

有序人类活动
”

概

念的提出
,

将人类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提到更高的层

次
。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研究重点放

在中国西部及东部沿海地区这 2 个敏感区域
。

过去

5 0 年我国西部环境处于
“

局部好转
,

整体恶化
”

的状

态
。

秦大河等提出在气候与环境明显变化的前提

下
,

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合理规划
,

重点研究产业和

能源结构对 GE C 的适应与响应对策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

我国加快了海洋经济的发展
,

海洋经济被确

定为国民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

但是海洋富营养

化
、

海水人侵
、

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威胁

着沿海地区的安全
。

为此
,

需重点研究气候变暖
、

海

平面上升等环境问题对沿海地区及发展海洋经济的

影响
。

.2 2 挑战与机遇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
,

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和

环境保护问题
,

已上升为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稳定
、

高

效
、

持续
、

健康
、

安全
、

快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

的重大战略问题
。

中国已成为世界能源
、

矿产资源

生产和消费大国
,

自然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

有限资源

浪费巨大
。

中国正处在持续性生态短缺和大范围复

合型环境污染阶段
,

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以

及严重的国际履约问题
。

经济全球一体化和 GE C

问题则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
,

使得我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和外部约束
。

这就要 求我 国 必 须 尽快纳人 到
H DGE C 研究的国际网络中去

,

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利益
。

然而
,

我国当前的 GE C 研究队伍仍然以 自然科

学家为主
,

人文领域的科学家介人比较少
,

而且自然

与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交流不够
,

存在脱节现象
。

这与国际 HDC E C研究存在很大差距
。

另外
,

我国已

有的 H刀心 EC 研究在组织上比较零散
,

在内容设置上

缺乏深度
,

在研究方法上缺乏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科学与政策的相互交叉与融合
。

在 IHD P 核心计划

及可持续性联合计划中
,

我国均处于弱势地位
,

这与

我国的实际科研水平和社会发展需求很不相称
。

川 D p 自 1夕男〕年成立以来
,

全球有 68 个国家介

入了该组织
,

其中美国
、

德国
、

印度等 25 个国家建立

了与其对应的国家委员会
。

通过彼此间有组织的学

术交流
、

人员互访
、

信息共享等活动
,

这些国家不仅

有效地促进了各自国家的 GE C研究
,

而且充分展现

了他们对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持负责
、

认真

态度的国际形象
。

但正如 IG B P 现任执行主任 W ill

S te ffe n
教授所言

,

长期以来
,

GE C 研究都是由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科学团体主导的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

而

且必须尽快得到改变
。

同样
,

IIH ) P 委员会及其科学

计划长期受发达 国家主导
,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
。

HDG E C 问题的解决需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学

者的共同参与
,

中国的积极参与将为 H DGE C研究发

挥重要作用
。

为了保障我 国 H (D多EC 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和畅

通联络
,

使我国人文因素研究系统化
、

组织化
,

增强

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
,

我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

呼吁
、

酝酿成立 川 DP 中国国家委员会 ( CNC
一

IDH )P
,

并寻找介人 IHD P 国际舞台的良好契机
。

经过几年

的认真调研和准备
,

特别是 2田 3 年 7 月
,

以孙鸿烈

院士为首的 28 位科学家联合呼吁建立 CN c
一

IH DP
,

得到了中国科协
、

科技部
、

教育部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

社会科学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气象局

等单位和我国 GE C研究领域广大学者
、

教育人士的

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
。

科技部同意组建 CN C
一

IH DP

筹备组
,

2仪抖 年 7 月 9 日中国科协正式批准成立

CN C
~

IH D P
,

并于 2X( 又 年 8 月 30 日在北京 召开 了

CN C
-

】H D P 成 立大会
。

会上
,

通 过 了 C NC
一

IH D P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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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关于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发展方向的思考

程
、

工作组成立条例
、

下阶段 N C C
一

1111〕P 工作计划等

若干重要 文件
。

N C C
-

ID P H的正式成立将为 ID HP

未来发展方 向的调整
、

整 合做出贡献
,

将使 中国

HD C E C研究从分散走 向集成
、

从封闭走 向开放
。

C N C
一

IH DP 成立标志着我 国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

科学家全面携手开展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

我国全球

环境变化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

中国已进人以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以
“

五个统筹
”

为原则的新型工

业化时期
,

这给我国 H DG E C研究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

经济发展舞台
。

近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科技部等有关部委高度关注 HD ( ; E C研究
,

对该领域

的研究给予了倾斜
,

提出了优先资助领域
。

以此为

契机
,

利用 C NC
-

IHD P 这一平台
,

自然和社会人文科

学家共同携手
,

推进我国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

在我国

形成良好的 H l〕GE C 研究的环境
,

为我国 H D GE C 研

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

是我国广大科学家的责任
。

3 中国 研究发展方向

回顾过去
,

不难发现
:
我国科学家在地球系统科

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重大全球性

环境问题
,

对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和 GE C 计划的制

定和实施产生了积极影 响
。

但与欧美发达 国家相

比
,

我国在该领域的导 向能力还 比较弱
。

在科学贡

献方面
,

我国科学家丰富了 GE C 研究的内容
,

但在

对整个地球系统运行规律的认知上无重大建树
。

这

一点
,

在 H议 ; E C研究领域更为突出
。

汪品先院士曾

撰文指出
“

尽管中国作者的国际论文数量在增长
,

我

国地球系统科学落后于 国际的差距仍有拉大的趋

势
: 国际前沿的许多热点问题

,

中国尚未提上 日程 ;

中国学者在国际计划中早期多有贡献
,

但在项 目总

结中却很少有份
。 ”

为此
,

我们
“

应当重新考虑我国地

球科学的定位
,

不能以
`

原料输出
’

为满足
。

应当从

地球系统科学出发
,

改变我们的研究视角
:
或者从全

球问题出发
,

用中国材料人手研究 ;或者从中国问题

出发
,

在全球高度进行分析
。 ”

与此相对应
,

我国 HD GE C研究应将学科目标与

国家目标和国际前沿结合起来
,

参照 I H I ) P 的科学

计划
、

能力建设等研究与组织模式
,

根据我国国情及

当前我国社会
、

经济和政治需求
,

着眼全球
,

把握趋

势与时机
,

及时调整研究方向与重点
,

掌握与 u NcF
-

CC 外交谈判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的 H DGE C 的

研究方向
、

重点
、

难点以及国家所应采取策略
,

等等
。

具体地讲
,

当前中国 DH GE c 研究发展方向应从重大

科学问题与能力建设等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

3
.

1 重大科学问题

( 1) 解决国家发展的科学问题

例如
,

GE C 的跨国界
、

区域
、

流域问题以及由此

引发的地区冲突 (包括污染和酸雨沉降
、

火灾蔓延
,

跨流域水资源争夺
,

石油进 口航道的瓶颈限制等 )
。

与包括上述冲突在内的非常规国家安全和风险以及

中国的和平崛起相对应
,

开展人类安全与风险管理

研究
,

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强暴雨
、

地面突然沉

降
、

地震灾害等突发 (灾害 )事件的实时监测
、

预警与

评估
。

( 2) 解决经济
、

社会转型的科学问题

例如
,

在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以及农业

系统的脆弱性
,

围绕
“

三农问题
” ,

探讨 GE C 背景下

粮食的增产稳产
、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再就业与社

会保障
、

农民工与城市化问题
、

与数字鸿沟相对应的

GE C 的区域表象等
。

( 3) 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与区域发展的科学问题

与我国
“
十五

”

计划 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

经济发展的主线相对应
,

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制定及
“

十一五
”

计划编制工作
,

按照科

学发展观积极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
,

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再支撑和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

用
,

制定 H D ( ; E C研究的优先行动计划
。

结合国家经

济结构调整
、

能源结构调整
、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

交

通建设等
,

探讨 GE C 背景下
,

国家
“

西气东输
、

西电

东送
、

青藏铁路
、

南水北调
”

等 4 大工程建设所引发

的潜在环境变化
。

( 4) 解决人地系统研究与发展需求相结合的科

学问题

包括
:
在衡量经济发展时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

污染方面的损失
,

采用绿色 GD P 核算体系 ;制定必

要的法规
,

使用税收等经济激励和惩罚手段
,

推动循

环经济的发展 ;开展综合考虑自然与人文因素
、

涵盖

陆地与海洋系统的新一轮区划研究工作 ;采取多维

(社会
、

经济
、

政治
、

环境 )
、

多 尺度 (地方
一

区域
一

国

家 )
、

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视角
,

构架自然与社会科

学
、

科学与政策
、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桥梁
,

研究 GE C

对不同行业
、

社区
、

个人的影响
,

以及应对 GE C 的政

策及其区域差异 ; H DGE C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

系统

性
,

科学认识的局限性
、

不确定性与科学发展的阶段

性
,

制度的不完善与不确定性
,

以及政策的倾斜性所

带来的诸多变数
,

决定了 H (D 乡E C 研究的不确定性
。

因此
,

必须对 H (D ; E C 研究的不确定性进行系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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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

( 5) 与国际接轨的科学问题

工作组的设置应与 I HI〕P 各核心计划
、

SE S
一

P 联

合计划以及 IHD P 新的科学计划相对应
,

结合我 国

已有的 HD C E C 研究工作基础以及国家需求
,

近期首

先开展工业转型 (仃 )
、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

( GE CSH )
、

全球土地计划 ( C L P )
、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

用 (功 ICZ n )
、

城市化计划
、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

信息中心等 6 个中国工作组的筹建工作
。

.3 2 能力建设

( l) 组织建设

成立 6 个 CN C
一

m D P 工作组 ;成立 《2X() 5 年度中

国 HD GE C研究国家报告》 (英文 )编写组 ;成立学术

期刊《全球环境变化与人地系统》编辑委员会 ;成立

2X() 5年春香山科学会议筹备组 ;成立
“

风险管理
”

和
“

综合区划
”

预研究工作组
。

( 2) 国内
、

国际学术活动

开展
“

风险管理
”

和
“

综合区划
”

预研究 ;组织编

写
、

出版《2X() 5 年度中国 HDG E C研究国家报告 》 (英

文 ) ;与秘书处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 C NC
~

】GB P 联合创办学术期刊 《全球环境

变化与人地系统》 ;筹备 2X() 5 年春
“

中国全球环境变

化研究
”

香山科学会议
、

筹备 2 00 5 年 CN c
一

IDH P 年

会
、

筹备 2X() 5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风险管理大

会
、

组团参加 2 X( )5 年 10 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六

届 IH D P 开放科学大会 ;积极争取并利用 IH D P 开放

科学大会
、

IHD P 及其他 E SS
一

P 研究计划有关项 目会

议在中国召开的机会 (例如
,

2X( 巧年 E SS
一

P 开放科学

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
,

CN C
-

IHD P应完成相应的组织
、

协调工作
,

加大中国 川〕GE C研究的宣传力度
,

促进

中国 H DG E C研究与国际的接轨
。

( 3) 科普宣传

重视高校在 H l峪 E C知识传播方面的巨大潜力
,

加强 HDG E C研究的推广
、

教育与科普宣传
,

吸收更

多的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年轻学者参与到 H I) G EC

研究中来
。

利用我会网站
,

通过网络运作 (包括政策

机构
、

公众组织
、

专业团体
、

学术权威 )
,

将 DH GE C科

学知识与终端用户相连
,

加快 H以; EC 研究知识向目

标
、

政策
、

计划
、

行动 的转化进程
。

为鼓励我国更多

年轻学者积极参与到 DH GE c 研究中
、

增强 我 国

HDG E C研究网络的活力
,

计划 2X() 5 年在北京高校

组织 2一 3 次大型全球环境变化科普演讲会
,

以及
“ HDG E c 研究暑期短课班

” 。

( 4 )秘书处 日常活动

cN C
`

I卜任〕p 网络 ( ht tP :
// ~

.

ihd -P c cn
.

cn )的建

设与维护
,

定期或不定期发布 CNC
一

川D P 电子简讯 ;

结合国家对地观测系统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

设
,

开展中国 HD GE C 研究的数据共享系统建设
,

充

分利用 网络这一高效便捷的工具
,

使其成为国内

H DG EC研究者参与国际交流 的平台 ;保持和 IH DP

总部的联系
,

及时了解
、

发布 IHD P 的最新研究动

态
,

积极参与到 IH DP 的能力建设网络中去 ;定期或

不定期翻译 IHD P 的有关重要文件
,

组织 国内学者

向 IHD P 的简讯上投稿
,

并积极参与到 IHD P 有关报

告的编写中去
,

使国际同行能迅速了解我 国全球环

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的最新进展 ;参与或者主持工

作组组建
、

有关学术活动
、

科普宣传等工作
。

综上所述
,

考虑到我国 H DG EC 已有研究基础
、

国蒙重大需求以及国际前沿
,

近期我国 H DGE C研究

的工作落脚点应放在风险管理和综合区划两项预研

究上
,

兼顾对地观测系统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研究
,

并

研究部署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事宜
。

其中
,

集成 自然

与人文要素
、

涵盖陆地与海洋系统的综合区划研究

将是人地系统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
,

是我国 HD GE C 研究的一个新 的生 长点
。

过去 50

年
,

我国地表宏观格局
、

资源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

展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

而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经

济一体化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
,

已有的区划方案 (包括一些部门区

划 ) 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
,

集成考虑

自然与人文要素
、

涵盖陆地和海洋系统的综合区划

研究成为必然
。

在充分吸纳以往区划工作的成果
、

系统分析过去 50 年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变化过程及

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

对我国的地表宏观格局
、

资源

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格局进行新一轮的涵盖陆地和

海洋系统的综合区划
,

建立新的
、

适应全球环境变化

情景的区划体系方案及其动态基础平台
,

为我 国宏

观经济调控
、

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科技

支撑
,

为我国区域
、

行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

实现

五个统筹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科学决策

的依据
,

是当今我国各级决策部门和科技界面临的

急迫而又具有重大科研意义的课题
。

随着新一轮综

合区划研究的全面开展和深人
,

我 国 H DGE C 研究有

望在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

为国际 HD G EC提供典型

的研究个例 (
c as e s ut 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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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一次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会议在广州举行

四届一次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于 2X( 科 年 n 月 4一 5 日在广州举行
。

本次会议是

新一届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

组长马志明院士
、

副组长刘应明院士和李大潜院士

分别主持了会议
。

在讨论如何发展应用数学时
,

专家们认为
:
数学

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

应用数学的发展起很重要

的作用
。

大家感觉到中国的应用数学比起基础数学

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有一定的差距
。

主要原因有
: ( l)

对应用数学的内容现代化注意的不够 ; ( 2) 对学科交

叉 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调研的不够 ; ( 3) 国外企业界

和数学家有很好的联系
,

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

距 ; ( 4) 我们的评价体系影响了应用数学的发展 ; ( 5)

有一些人对应用数学有热情
,

但由于不愿意学习基

本的
、

系统化的理论
,

结果对应用数学不能做出大的

贡献等
。

专家们认为
,

几届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

的成员都充分重视到这个问题
,

采用 了很多方法加

强应用数学的发展
,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作为

本届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
( 1 )加强国际交流 ; ( 2 )做好应用数学类教

师的培训 ; ( 3) 支持一些数学技术方面的项目 ; ( 4) 重

视对应用数学的一些学报的支持 ; ( 5) 继续办好应用

数学的暑期学校 ; ( 6 )加强与企业界的沟通 ; (7) 协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做好关于应用数学方面的

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工作 ; ( 8) 出版一些数学与实际

工作相结合的典型例子的书籍
,

宣传应用数学的重

要性 ; ( 9) 目前中国应用数学界正在争取 20 n 年世

界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在中国召开
,

应该利用此机

会宣传推广应用数学等
。

(数理科学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