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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成立 

发表日期：2006-06-13 点击次数：406

 

    2006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上午，来自国家建设部、农业部、环保总

局、国家林业局、UNESCO北京办事处、FAO驻中国办事处、MAB中国国家委员会、GEF中国秘书

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贵州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资环局、植物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地理科学》编辑部、浙江省青田县等单位的34位领导、专家和

《科技日报》、《科学时报》的记者参加了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行的“自然与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暨遗产保护研究座谈会”。   

    会议由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党委书记成升魁研究员主持，刘纪远所长代表地理资源所致

词。他首先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之后对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心的研究重点进行了分析和定

位，认为中心应该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各类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为我们国家

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保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我们应有的贡

献。冯仁国副局长代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技术局希望中心能够成为团结科学院系统内从事自

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核心，为各个部门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起带头作用。同时，他也表示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将对中心给予实质上的支持。   

    李文华院士代表中心筹备组介绍了筹备经过。李院士说，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自然与文化

遗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全球范围的广泛重视。在2005年初召开的国际科学院

联合会上，UNESCO的世界遗产保护的代表提出进行合作，加强科学家参与世界遗产保护，得到了

积极的响应。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立的。去年新当选的国际科学院联合

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认为，“开展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无论对世界

和中国都很有意义，”并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开辟一个方向，建立一个3

至5人的研究小组，加强与院内、国内以及国际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协作，研究中国自然与文化遗

产的保护。这项工作本身就是自然与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学院学科门类齐全，在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有很多人才，科

学院与同时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有关部委/部门、大专院校有着广泛的联系，有利于我们建立一个

广泛的研究网络。李院士勾画了中心的发展思路：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支持

和领导下，本着“小机构，大网络”的原则，把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开展遗产保护

研究的“平台”，连接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的“纽带”，展示遗产保护成果与知识的“窗口”；

结合地理所、科学院的特点，研究将以自然遗产为主，以农业文化遗产为突破口，注重自然与文

化的综合研究。   

   



    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文华院士、刘纪远所长、冯仁国副局长为中心揭牌。   

    李文华院士主持了遗产保护研究座谈。与会领导和专家纷纷向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就如

何开展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发表了意见和建议，认为这个中心成立的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表示

全力支持中心的工作，通过合作，促进我国的遗产保护事业和遗产保护学科的建立。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是在路甬祥院长的倡导下成立的。在院资环局、地理资源所的大力

支持下，在李文华院士的领导下，去年初开始筹备，并已经在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申报，特别是

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启动以及保护规划编制、研究项目申请等方面开展了许

多工作，已经在国内产生了良好影响。   

    经所领导批准，李文华院士任中心主任，闵庆文研究员、雒昆利研究员、胡瑞法研究员任副

主任。  

  

        (闵庆文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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