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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2日，由北京大学作为依托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特征及

其全球意义”启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国家科技部前部长、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徐冠华院士，项目专家组组长张新时院士、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林建华教授、项目专家组成员李克让研究员、于贵瑞研究员、白永飞研究员、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傅小锋处长、教育部科技司

明炬处长、科技部基础管理中心徐洪博士、北京大学城环学院院长陶澍院士、北京大学科研部周辉部长、韦宇副部长，项目首席科

学家方精云院士及各课题负责人和研究骨干50余人参加了会议。项目启动会由周辉部长主持。  

徐冠华院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如何在实现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有所作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主动，都需要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

强有力支持。徐冠华院士强调，全球变化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应不同于以往的相关研究，一要强化全球视野，突出中国特色；二

要瞄准国际前沿，寻求重点突破；三要加强交叉融合，促进原始创新；四要重视技术研发，加强平台建设；五要立足改革，培养青

年队伍。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教授和教育部科技司明炬处长分别代表项目依托单位和项目依托主管部门表态，积极支持项目的开

展，承诺做好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  

项目首席科学家方精云院士向与会专家汇报了项目概况和项目总体方案。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分别报告了各个课题的背景、目标

和研究路线，并对各课题间的协作进行了初步的设想。与会项目专家组成员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专家组

认为本项目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国家需求，寻求理论及技术的创

新。此外，专家们提出，本项目的特点是各个课题之间较多交叉，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孤立，要加强项目内部及与其他专项的交

流。  

“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于2010年启动，是针对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优先领域和关键问题，科技部部署的19个项

目群，致力于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以全面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维护国家权益、实现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生态系统碳源汇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决策以及多学科的发展，“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

汇特征及其全球意义”项目的预期目标为：力争在全球碳平衡、区域贡献和驱动机制，以及中国典型生态系统碳源汇的形成机制和

碳汇潜力等方面获得重要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发展基于多元数据、多手段的碳源汇评估方法体系。本研究将使我们全面掌握我国

和全球主要区域碳源汇的总体状况，便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时，获得必要的发展空间，为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提供科学支

撑，并将促进我国在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平台建设、数据积累和融合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还将造就一

批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高素质科研人才，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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