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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内生态人才培养与学
科现状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条件分析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战略的思考



1. 2011年生态学人才培养单位总量

本科招生学校：52所高校

硕士点机构：108所高校+
中国科学院20个研究所

博士点机构：90个高校+
中国科学院20个研究所



2. 生态学博士培养单位结构（2012年）

211高校： 46所高校/112所 41.07%

985高校： 18所高校/39所高校 46.15%

中国科学院系统 20个研究所/100   20.00%



3. 生态学人才培养规模

本科生：52所学校，每年小于3000人

硕士生：108所高校+20个科学院研究所，每年
约1200人

博士生：90所高校+20个科学院研究所，每年
约500人



4. 生态学人才培养学科情况

国家重点学科（9个）：
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云南大学 浙江大学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个）：
内蒙古大学 西南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南林业大学

生态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学位点：
61所，其中只招收研究生、不培养本科生42所，68.85%

生态学本科生培养：
52所高校，非211高校29所，占55.76%，其中有18所学校为

专升本的学校



5. 生态学研究生培养方向（专业）

依据2012全国生态学博士生简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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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学研究生培养方向（专业）

依据2012全国生态学博士生简章统计归纳常见方向设置的机构数量：

污染（环境/毒理）生态
类)                31
恢复生态学类 27
景观生态学类 19
植物（群落）生态类 19
分子生态学类 18
动物（行为）生态类 17
生态工程类 17
城市生态类 16
林业生态类 15
农业（草地/草原）生态
类 13

进化生态学类 12
水生（湿地）生态学 12
经济人文社会生态类 10
种群（昆虫）生态类 9
理论生态学类 9
土壤生态类 8
化学生态学 8
生态-规划管理类 8
生理生态类 7
水文生态学类 7
全球变化生态学 5



基本情势判断之一：

1. 培养单位数量呈现倒金字塔型：博士点>硕士
点>本科点

2. 本科规模过小：3000人左右，分布很不均衡，
考取研究生后向社会有效输出数量很少

3. 培养本科生的优质资源太少：本科生70%毕
业生来自非211学校，大多数985、211不招收
本科生

4. 社会需求：研究生>本科生
5. 研究生生源数量和质量都不理想：主要来自

非生态类，好一些的来自生物类、地理类



基本情势判断之二：

6.研究生培养区域性、特色性强，方向分散，
专业内涵的共识性不高

7.研究生因缺乏高质量的本科生源培养质量受
到影响

8.本科因为基础课程多、办学成本高（师资和
室内、室外实践条件要求多）、周期长（长
期积淀不如分子/3S来得快)，很多学校办学
积极性不高

9.多年来研究生（生物类强调分子微观）和本
科生专业（环境类强调工程技术性）体系不
顺成为导致生态学边缘化和空心化



基本情势判断之三：

10.    生态学经常以被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受到相关
学科的过度干扰；

在生态学领域非生态类经常比生态类有更多的话
语权；

以生物学、地学、环境科学、资源性学科代替生
态学情况比较突出；

并经常被生物学或生态学的应用领域农学、林学、
水利、环保等所覆盖。

11.生态学主要研究机构学科方向和研究范式开始转变：
更注重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更注重从经验向理论提升；
更注重定量解析和整合分析；
更注重从区域现象提升到学科问题；
更注重与国际生态学主流接轨。



内容提要

 国内生态人才培养与学科现状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条件
分析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生态学科发展
创造了重大需求

思想需求：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需要通过生态
学来统筹认识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略；
科技需求：我国面临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复合环境问题，需

要拓展和深化像生态学这样以解决复杂问题而见长的科学体系
来探索破解问题的答案；
政治需求：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已经成

为贯通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重要内容；
知识需求：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科学剖析和认真

反思西方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在国家发展和崛起的道路上一
开始就走向生态自觉，生态学应该成为统领全社会发展理念的
知识基础。

生态学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中的地位显而易
见，对生态学发挥作用也充满了殷切的期待。



2.生态学本身的发展驱动学科与时俱进的创新

自身的张力：生态学是探讨和解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如何科学生
存、智慧发展的科学体系，是研究和分析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的资源环
境支撑条件及可持续生物圈的核心学科；

学科创新：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复杂问题，
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储备都不足以解决这个重大难题。我国生态学科
的创新发展，不仅满足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世界生态
学科的重大贡献；

学科适用面：在应对我国巨大的发展压力及其与资源环境的重大冲突中，
现有专注一点、单一方面的的学科体系及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难以满足
这种要求，需要自己建立新的科学体系和人才培养的学科结构，进而构
建新的世界观和文明观。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学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核心、
重点和突破口；

学科响应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生态环境
问题已经是影响人民满意层次的重要方面，培养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建
设支撑人才培养的学科，是大势所趋。



3.生态学在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呼之欲出

• 共同价值体系：顺应自然、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的理念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我国要解决诸多资源
环境问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内含中汲取理
论思想，并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及集经验和教
训形成的生态智慧化解业已发生的诸多问题。

• 文化认同：生态学是充分运用和吸收我国传统哲学、
文化、科学理念的重要学科，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
学科。

• 文化建设：以生态学为主线统领发展，率先发展生
态学，在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生态学
及构建面向未来的科学体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也
是中国科学和学科建设对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贡
献。通过生态学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面向未来的科学和技术体系，是中国对世界文
化、科学技术的新贡献。



4.生态学现有的体量和架构难以适应巨大需求

现实情况：我国如今拥有2101所高等院校，在校大
学生人数近2000万。但是，开设生态学本科专业的
高校仅仅只有50余所，每年招生人数不足3000人，
而研究生招生机构90多家，每年招生人数在千人左
右。在全国高校规模扩张的过程中，生态学这个重
要的专业增量极小。

严重后果：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规模难以满足社会各
方面的需要，人才的密度及其影响力薄弱，形成不
了按照生态规律办事的科学氛围。在很多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违反
生态学常理、盲目和曲解生态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
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酿成了沉重的发展代价，
甚至误导未来的发展。



4.社会对生态学人才潜在需求大，培养能力和条
件具备，需要通过一级学科建设进行引导

◆社会需求：

农、林、水、环保、医疗卫生等具有潜在的需求

◆机构和单位需求：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及事业部门

◆人才需求的特点

基层等本科生、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研究生需求强劲

◆人才培养能力

国内还将有60余所高校具备本科办学能力，20所高校具备研

究生培养能力 （生物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环境科学）

◆平台构建：

研究生培养的一级学科已经设立，学科建设的国家平台已经构建



内容提要

 国内生态人才培养与学科现状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条件分析

 对生态学学科发展
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1. 讨论与形成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架构，为备案
申请和二级学科的单独申报提供支持；

2. 呼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尽快成立生态学学科评
议组；

3. 生态学本科与研究生培养形成联动，呼吁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将生态学本科构建为一级学科，并设置相
应的二级学科，理顺本科与研究生培养的关系。

一、高度重视，构建机制--生态学调整为一级学

科后，如何积极顺势而谋、开拓创新为社会作出应用
的贡献，需要生态学人主动承担历史使命，高度的重
视，尽快把生态学做大做强，以达到一级学科应有的
体量和水平。为此建议成立生态学一级学科建设工作
委员会或类似机制：



1. 动员有条件的高校开设生态学本科专业，拓展生态学的本科

专业规模（具有生物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师范院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学科基础）；

2.     动员有相关学科基础的211高校和985高校尽快开设生态学专

业，改善生态学办学的质量结构；

3.     建议国家基金委员会在人才培养类设立生态学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地，为高层次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提供专项支持。

二、扩展本科规模，提高研究生质量
--积极引导，推动有能力的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的大学对生

态学科的办学兴趣，拓展生态学的办学规模，提高学科质量，

尽快适应并达到一级学科应有的体量和影响力。为此建议：



三、凝练专业方向，增强学科共识--二级学

科的设置既要尊重现实办学条件和历史积淀，
又要面向未来的发展。为此，建议生态学科
（专业）设置是否可以考虑：

• 研究生培养的专业设置
（二级学科）：

资源生态学 污染生态学

进化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生态经济学 生态工程学

城市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

生态学本科专业设
置：

• 生态科学

• 生态技术与工程

• 生态规划与管理



四、动员社会资源，全面建设支撑体系
为此建议：

•科研机构：目前围绕学科设置和建设发展，主要是部分高等学校在呼吁，尽
快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中国林科院、环科院、水科院、交科院、
农科院等专业研究院所形成联动，推动生态学在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与工程
领域的交融和渗透；

• 高教体系：鉴于生态学在国民素质提升和价值体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建
议我国高等教育把生态学纳入到大学生的公共课程体系中；

•基础研究：建议中国生态学会、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战略高度，为生
态学在国家相关层面的拓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机制保障：尽快呼吁国家基金委
员会把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组建一个学部；

•政府职能：为了更进一步发挥生态学在国家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的作用，呼
吁把环境保护部改为生态环境部，并把农、林、水等部委办局的涉及公益性
的生态保护职能整合到生态环境部，以统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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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培养生态学博士的机构

•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 资源与环境学院

• 生命科学学院

•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动物研究所

• 植物研究所

• 华南植物园

• 武汉植物园

• 成都生物研究所

•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南京土壤研究所

•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 城市环境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