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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循环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杭州圆满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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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1日-4日，2005循环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 Circular Economy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RSD）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

西子湖畔的金溪山庄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大会是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联合中国生态学会、浙

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以及美国生态学会主办，历时四天，会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与会代表150余

人，其中国内代表包括来自香港、台湾等110余人，分别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

院校；国外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日本、韩国、加拿大、巴西、尼

日利亚等国家。  

    本次大会的主旨在于促使政府、科研和产业界对循环经济进行广泛河深入的探讨，就实现可

持续发展战略与政府形成共识，并促进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术交流和最新理论及技术

成果的应用。大会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综合规划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第二，自然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循环经济；第三，生态工程和工业生态；第四，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管理。  

    大会开幕式上，到会的领导和嘉宾分别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成升魁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

王如松研究员，美国生态学会前主席Jerry Mellillo 教授，美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科学家

Barbara Karn 博士、中科院海外著名学者贺缠生教授等。开幕式由李文华院士作了题为《生态

省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指出“以生态城市为载体的可持续发

展建设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美国生态学会前主席Jerry Melillo 博士作了题为“多重环境

‘压力’对区域碳循环的对比研究：中国东部、西欧以及美国东部”的报告。开幕式由中国生态

学会理事长王如松研究员主持，浙江省直机关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11月2日上午，大会进行了主题报告发言。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王如松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海外知名学者贺缠生教授、日本全球环境战略所研究员白雪梅博士、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A J Gunson 博士以及中国科学院谢纪康教授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11月2日下午，开始了分会场报告。大会共分为四个分会场：第一分会场由中国生态学会理

事长王如松研究员主持；第二分会场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成升魁研究员主持；第三分会场由骆世明教授主持；第四分会场由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曹明奎研究员主持。各分会场分别围绕各自的主题展

开，共有44人作了分会场报告。11月2日晚上，共有85人做了学术论文墙报展示，并在现场与观

众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11月3日上午继续进行了大会主题报告发言。由成升魁研究员、Scott Collins 教授、

John Crittenden 教授、Barbara Karn博士等从资源流动、地球生态、城市发展、工业生态等方

面做了专题报告。浙江省台州市张鸿铭市长也做了题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11月3日下午，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在杭州金溪山庄会议中心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王如松

研究员主持。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成升魁研究员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发言，认为这次会

议围绕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吸引来自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

泛参与，构建了一个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最新研究进展的交流平台，具有规模大，

影响面广，学术交流踊跃等特点，将有力提高政府与公众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循环经济”

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意识，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会还邀请了各界代表上台畅谈会议收

获和对未来的打算。  

    11月4日大会组委会组织参会人员参观了浙江大学生态实验室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杭州西

溪湿地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

园。这次参观使中外参会代表可以亲身体验生态湿地带来的生态体验。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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