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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9日，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组织召开了学术研讨暨工作会议。这是新一届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

议。来自北京和京外7个委员单位的代表及研究生共5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钟耳顺研究员主持。 

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人、我国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创者陈述彭院士专程来看望大家并作

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从地球信息科学的发展战略高度，谈了对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两门学科

（特别是地图学）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对现代地图学发展的期待。他认为，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远

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生长旺盛、理论－方法－技术体系完整、学科队伍空

前壮大、直接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发挥作用、产业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成熟领域。而地图学的发展

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再创辉煌。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首先不要受地图学被边缘化局面的影

响而自己束缚了自己。从事地图学研究的人自己要敢于迎接挑战，充满信心地主动寻求发展。地

图是永生的，但她的功能已经从资料采集一端，经过信息传输、信息表达，漂移到了信息分析和

挖掘一端。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地图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

科，都大有可为，特别是在创建和谐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地图在城市与区域综合应急

反应、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资源环境综合利用和协调保育、公众的出行路线和位置服务、各级

政府的决策支持等方面，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专业委员会在这方面要做好大力宣传，为振兴

地图学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作地图学科发展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次，希望大家紧紧抓住

地学信息图谱和国家网格体系这两个新生长点，在正酝酿的新世纪版《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篡工

作中群策群力、全国协同攻关，做出集成性、创新性的大成果。从国家中长期规划、科技部“十

一五”科技规划中都体现这三方面的发展前景，大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第三，地图学的学科教

育和队伍建设问题必须提到很高的重视程度。各个大学（包括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地理信息系统

及其它专业都应该开设地图学课程，让年轻人在地图编绘和创作的素养和功底上很下功夫；地图

学的学科队伍应该越来越壮大而不是越来越萎缩。在这点上，研究生导师们肩负着重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专业委员会顾问孙九林先生也到会讲话。他希望大家都要高度重视科学数

据工作，重视资源环境数据库的建设。各个大学和研究单位，承担了相当多的科研和工程项目，

每项国家纵向或地方横向项目在完成后都应该留下其最终成果－数据库，日积月累，就是一笔很

大的财富。大家都来重视科学数据库的建设，国家E-Science就会越来越壮大；反过来，E-

Science的发展又会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工作提供雄厚的数据支撑。这是一个共建、双赢、

信息共享的宏大局面。 

会议进入学术研讨阶段，五位来自全国不同单位的专业委员会委员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钟耳顺研究员首先就如何有效地开展工

作，开创新一届专业委员会的新局面发表讲话，提出了专业委员会发挥学术引导、联系纽带、学

者之家、服务机构等功能，在学术交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普等四方面开展工作，团结各

个委员单位、委员和专家学者为地图学和GIS的发展献计献策、共创辉煌的工作方针。之后，钟

教授发表了题为“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自主创新”的主题报告，分别从地图作为一项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信息载体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地图学创新的美好前景，国产自主版权GIS软件的发

展壮大和产业化前景等方面作了精彩的阐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汤国安教授做了题为“数字地形最新研究进展”和“地理信息系统精品课程”的主题报告。武汉

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艾廷华教授作了题为“地理信息尺度及尺度转换”的主题报告。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齐清文研究员作了题为“国家大地图集预研

究”的主题报告。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州大学地球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陈崇成教授作了题为

“地学可视化与虚拟森林环境研究进展”的主题报告。五个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地图学

与GIS前沿领域的学科主题，在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学术研讨会之后，召开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会议在钟耳顺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围绕专

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地图学与GIS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地图科普与GIS产业化等内容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上届主任委员、本届名誉主任委员廖克研究员，专业委员会顾问刘岳研究员、何

建邦研究员等都对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来自武汉大学的艾廷华教授代表资源环

境学院专门就今年10月将在武汉召开、由专业委员会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地图学与GIS学术研讨会

的筹备情况作了专门汇报。最后，钟耳顺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专程到会发表讲话。他就本专业委员会的换届过程、过去

的辉煌和今后的工作期望、配合地理学会做好专业地理工程师认证工作等方面作了指示。 

通过学术研讨和工作交流，本次会议达成如下共识和意见： 

关于地图学的发展：虽然地图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地图学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大

家对地图学的发展应该充满信息。专业委员会应该加强地图学的学术交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和

氛围，推动我国地图学与GIS的发展。 

关于地图学与GIS的学科教育：我国地图学与GIS教育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至今有157个

学校开设了GIS本科课程，但是目前存在师资严重不足、教学模式未确定等问题。我们应该摸清

家底，对全国地图学与GIS教育做一次调查，搞好精品课程。建议专业委员会启动有关教师培训

计划。汤国安教授表示南京师范大学愿意积极组织与承担有关培训工作。 

关于学术交流：地图的需求与应用非常广泛，地图学与GIS的学术和技术交流非常重要，专

业委员会应该积极创办一个交流平台和展示平台，为全国地图与GIS交流提供机会。有的同志提

出创办专业委员会网站。有人提出以后可否搞一些分组会议和活动。这些意见均会被专业委员会

采纳并以一定的形式实施。 

关于地图的普及：地图的大众普及非常重要，专业委员会要加大宣传，拓展地图产品的应

用。徐根才副主任委员（中国地图出版社副总编）建议大家多订阅《地图》杂志，有好的地图都

拿出来展示和分享。 

关于委员会的活动：今年的重点活动是主持并配合承办单位（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院）在10月份举办第六届全国地图学与GIS学术研讨会；其次，今年11月份协助南京师范大学举

办全国博士研究生论坛。同意明年主持并配合南京大学为庆祝该校地图学科成立50周年而举办的

2007年国际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术研讨会。希望各位委员积极参加有关活动。 

 

（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 

2006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