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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地理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北京大学地理学科65周年

贺灿飞，刘鸿雁，李双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要：地理学研究地球表层要素间相互作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变化过程，人地关系是地理学

的核心问题，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特色。地理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学

科，在解决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城镇化等方面的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北京大学立足地理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自然地

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并发展了生态学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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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沿革

北京大学地理学科主要源自 1929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后更名为地学系）。
迁入北京大学65年来，众多名师如侯仁之、林超、王乃樑、王恩涌等在此执教，培养出
包括王颖、陆大道、陶澍、傅伯杰和郭正堂院士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建成国际
化程度高、培养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作为自然地理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在学科发展和
国家需求的推动下，北京大学的植物地理学也经历了长足发展，成为生态学一级学科。

在当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北京大学对于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都做出
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侯仁之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建立
了完整的地理学学科体系；70年代，北京大学地理学首先开拓出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和
遥感等面向国家需求的专业方向，使传统地理学获得了新生；进入21世纪，在全面把握
全球地理学和生态学发展前沿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地理学发挥综合性研究的优势，强化
了全球和区域研究，凝聚了全球变化及区域生态环境响应、区域环境过程及其健康效
应、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三个综合性研究方向，在全球环境变化、土地科学、可持续
发展等领域引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2 代表性贡献

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设立足于学科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近十年来涌现出一批有国
内外重大影响的成果，在引领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建立了中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
陆地碳循环模式。方精云和朴世龙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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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创建了“连续生物量转换因子法”，使复杂的区域森林生物量的估算简单易行，研究

成果发表在 Science[1]；建立了整合草场资源清查、野外实测以及卫星遥感数据为一体的

草地碳储量的估算方法，提出了基于作物产量指标与遥感信息相结合的农作物碳储量的

估算方法；采用多种方法，进一步系统研究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平衡，研究成果发

表于Nature[2]，受到高度关注，并为中国CO2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方精云作为主要作者

之一，联合国际顶尖专家，牵头对世界森林碳收支进行了估算，结果发表在Science上[3]，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

（2）发现了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反馈机制。朴世龙团队针对人类共

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气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探讨了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

的反馈作用及其机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共发表4篇Nature文章，3篇Nature

Climate Change文章，3篇Nature Communications文章，1篇Nature Plants和1篇PNAS文

章；还参与合作发表Nature、Nature子刊和PNAS文章多篇。研究成果被列为 2013年中

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4]。

（3）建立全球高分辨率排放数据库，科学评估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贡献。工业化经常被认为增加了中国对气候系统的影响，但所造成的变化程度仍然非

常难以量化。陶澍团队建立了全球0.1°×0.1°的CO2、CO、PM2.5、PM10、TSP、BC、OC、

SO2、NOx、NH3和PAH排放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李本纲等采用生物地化和大

气模型，发现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全球“辐射强迫”的增强仅约10%是由中国造成的。硫

酸盐气溶胶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对抗效应，试图减少污染的努力有可能加快中国对“辐射

强迫”之贡献，除非同时采取减少排放的措施。成果于2016年3月发表在Nature[5]，引起

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

（4） 查明了典型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环境行为与生态毒理效应。内分泌干扰物质

（EDCs）能在极低浓度下干扰内分泌系统进而危害繁殖发育，成为全球亟待进行风险控

制和管理的物质。胡建英团队发现了典型EDCs环境污染的新问题，突破了典型EDCs环

境行为和生物过程的固有认识，发展了EDCs生态毒理研究技术，获得了典型EDCs污染

造成生态退化的直接证据，推动了环境地理学的发展[6]，成果获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5）编绘大型《北京历史地图集》，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

地图集》 [7]，展示了北京城市及周边区域的完整的历史地理过程。《图集》的编绘工作始

于1979年，由地理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测绘学者组成编委会，工作持续了37余

年，参与的学者前后有50多人。三卷本《北京历史地图集》代表了国内外城市历史地理

研究的最高水平。

（6）综合地理学科优势，发挥高端智库作用，深度参与国家战略决策研究和支撑性

技术开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师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规划和法律的制定

与起草工作。周一星和林坚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分别就中国特色城镇化

问题和土地管理问题做专题讲解，在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政策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学军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作为核心成员参

与多项产业与环保国家规划和法律的制定与起草工作。冯长春在“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连续被聘为国家村镇建设领域科技支撑技术研制项目牵头人，被科技部评为“十一

五国家科技计划工作先进个人”。方精云等在气候谈判等方面以及陶澍等在农村煤与生物

质使用方面向国务院提交建议，均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此外，学院教师在国家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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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体系改革、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和重点地区规划

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人才培养

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和生态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掌握坚实地理

学和生态学理论、技术和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作为两个学科的依托单位，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学院涵盖了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生态学、环境科学、城

乡规划五个本科专业。学院坚持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为基本的本科教育模

式，在构建学生知识体系的同时，致力于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强化实践教学和野外教

学。北京大学环境与生态、地球科学两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为地理学和生态学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平台。

北京大学与国外著名教学科研机构强强联合，搭建了多个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为人

才培养国际化，带动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北京大学—法国气候与环境国家

实验室地球系统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四年来，已在两国举办了6次学术研讨会和3次春

季学校。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于2007年成立，面向中国

土地与城市发展问题构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平台。

4 未来发展

随着学科发展和研究手段的进步，地理学和生态学都进入了过程探究和未来预测的

时代。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人地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生

态文明建设是长期和持续的国家战略，给中国的地理学和生态学发展引领国际前沿提供

了机遇。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将抓住地理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的“双一流”建设的

契机，整合各个传统专业方向的力量，提升学科整体实力，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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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frontier of geography,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Pek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E Canfei, LIU Hongyan, LI Shuangcheng
(MOE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Geograph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factors on earth surface,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is discipline. Geography is also by and large based on regional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t has not only substantially contributed to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but also enabled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issues with regard to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emerging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longs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Geography at Peking University always seeks to move beyond the current

academic frontier on the one hand, and to mee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n the other. It now

has two national key secondary disciplines,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and one primary

discipline, ecology.

Keywords: Peking University; geography; ecology; retrospec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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