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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院院长论坛”会议纪要 

发表日期：2005-11-28 点击次数：113

 

    2005年11月14日，中国自然资源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在山东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大会历时两

天，来自全国84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28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发展资源

科技，建设节约型社会”。    

  

    经刘纪远理事长提议，本届年会首次设立了“资源学院院长论坛”，论坛的目的在于：为我

国资源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领导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促进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论坛共

同促进我国资源科学的学科建设和资源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首届“资源学院院长论坛”有二十余名院长和科研院所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周寅康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资源教育：继承与创新》主题报告。周寅康提

出，随着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的日益显化，资源或与资源有关的问题日益严重，资源

意识的不断加强，资源科学发展和资源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报告分析了在资源问题全球化，资源与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整体化、系统

化的背景下，我国资源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重点分析了我国资源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机遇与

挑战，从学科定位、分类以及学科设置等方面提出了发展我国资源科学教育教学的初步意见。  

    作为本届年会的承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人口与资源环境学院为本次“资源学院院长论坛”

坛主。该院院长任建兰教授作了《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为主线，创建学科集群综合

优势》的报告。该学院是1995年在地理系、地理研究所、《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山

东省社会发展科技研究服务中心等相关学科和科研力量整合基础上组建的。任院长倡议：国内兄

弟院系在定期交流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互派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以及定期召开兄弟院系院

长联席会议等方面加强合作，相互交流。共谋教育大计，推动资源学科发展，为建设节约型社会

和全面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封志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石敏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院长李晓兵教授分别作了题为

《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与建设途径》、《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领域研究生教育-现状与问题》、

《设置“资源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专题报告，引起与会代表极大的兴趣和反响。  

    刘纪远理事长非常关注“资源学院院长论坛”，会前重点听取了论坛的筹备、组织情况，论

坛召开期间，他也以一个资源学院院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因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现有博士、硕士研究生超过500人，大约有超过半数的导师和研究生在从事资源科学方面的研

究。  

   



    刘纪远理事长指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科学的紧迫需求是非常明确的，按照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思想，中央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系

列任务和措施，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资源科学研究的国家需求。他认为“资源学院院长论坛”可以

首先围绕以下几方面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是建立“资源学院院长论坛”常设机构。依托中国自

然资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广泛联系全国资源学院院长，还可以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加盟，以论

坛为平台，开展学术交流、教材编写等活动，实现资源共享、研究生的共同培养，推动“资源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设置与建设；二是建立“资源学院院长论坛”网站，展示各资源学院的科研教

学成果以及有关招生、教学、项目指南等信息，这是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网站所不能替代的；三是

充分利用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刊登有关资源学科的提议若干方面的设想等。总之，要充分发挥学

会基层工作的优势，联系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学院院长群体，多做“自下而上”的工作，

为资源科学教育工作做出贡献。  

    教育部科技司雷忠良处长高度评价了“资源学院院长论坛”的设立。他说，中国自然资源学

会不仅重视资源学科发展，更重要的是也非常重视资源学科的教育工作，尤其是专门开辟了院长

论坛，把人才培养贯穿在学术活动的全过程。有了这个平台，在学术研讨、人才培养等方面，更

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和国家重大需求有机结合。为此，代表教育部科技司向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表示

崇高的敬意。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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