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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科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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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多学

科横向发展的新学科领域，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等学科特点。研究适应新时期面向国家和社会

发展需求的资源科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向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践意义。在梳理资源科学

的学科发展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内外高等院校资源科学的研究领域、学科体系建设、课

程及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总结了我国资源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成就与不足，以

期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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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据《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资源科学是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多学科横向发展

的新学科领域[1]。当前，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剧增与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土

地荒漠化、粮食危机、能源与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的资源问题，全面资源节约和高效的

资源利用是破解约束瓶颈，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湿地国际等国际机构在自然资源保护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如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2014年起建立和发布了“世界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等[2]。在2016年联合国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 17类、16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涵盖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等多个维度[3]，其中的海洋、生态系统、能

源、气候变化、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等目标均与资源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可持续利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把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4]。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强调要“用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5]。十八大报告针对资源利用与

生态保护问题，提出要“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相统一”[6]。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组建自然资源部，更加

规范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监管保护[7]。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愿景与目标，“到

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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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

土空间格局”[8]。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十九大报告提出“必

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推进资源全面节约

和循环利用”[9]。

面对当代复杂而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在“未来地球计划（Fu-

ture Earth）”“地球联盟（Earth League）”等国际科学计划推动下，多学科间的相互交

叉融合，促使一批新学科兴起与发展。其中，资源科学继承了地学、生物学、经济学及

其其他应用科学的研究基础并发展起来，是自然、社会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等跨学科交叉

融合的产物，综合性强、学科特色鲜明。其研究重点关注自然资源的形成演化机理与时

空发展特征，以及人类—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目的为了更好进行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和保护，协调人地关系，实现自然资源利用与人类发展良性循环[10]。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带动整个资源科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世纪90年

代以来，国内（图 1a）、国际（图 1b）以“资源科学”和“自然资源”为主题的学术论

文均呈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总体看来，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总体数量上与国外相比，仍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从研究趋势的稳定性看，国外资源科学的研究持续稳定上升，而国内

在2009年以后出现过三次明显浮动，在2016年以后恢复上升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回

顾资源科学的发展历程，梳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成就和存在问题，对于更好地服务

国家需求具有重要的科学实践价值。

1 资源科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1.1 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形成

从资源科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史，同时也是一部

自然资源的认知史。20世纪以来各国面对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的资源综

合考察和区域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有关生态系统、整体观和综合水

平理论的广泛研究与应用，推动了资源科学相关学科研究脱离母体学科，进一步聚焦于

资源利用方向，为资源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学科思想与研究基础[11]。在 20世纪 60年代之

前，侧重于各个圈层的单项资源研究，特别是单项自然资源的研究。20世纪中后期，第

注：图a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图b数据来源于Elsevier Sciencedirect。

图1 1990—2019年以“资源科学”和“自然资源”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量统计

Fig. 1 The number of academic papers with the theme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from 199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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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技术革命带动全球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增高，世界各国经济也进入高速增长期。同

时，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使得原本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土地

资源日趋紧张，“资源有限论”的思想逐渐被人类所接受，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全

球可持续发展观深入人心[12]。进入21世纪，资源科学概念的界定日趋清晰，资源科学的

理论与方法也日臻完善，以各单项自然资源的长期研究成果为基础，把自然资源作为一

个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得到广泛共识，并在社会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纵观我国资源科学的发展历程，重要特点就是统筹资源开发利用和监管保护，形成

复合的综合资源科学理论体系[13]。其学科研究涉及地质学、地理学、农学、生态学以及

经济管理学等多学科内容。资源科学在横断上述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

其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逐步形成以资源利用与保护为核心的多学科交互融合研

究领域[11] （表1）。

综上所述，资源科学按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应用目的不同可大致划分为综合性研

究（综合资源学）与专门性研究（部门资源学）两种主要类型[11,18,19] （图2）。前者重点关

注自然资源的形成演化机理，及其人类与资源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专门性研究提供理论基

础和技术支撑；后者则主要研究不同资源类型的开发利用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理论资

源学作为资源科学通论，主要从事自然资源本体性研究，如关注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循

环过程与流动规律以及计量与评价方法等。区域资源学则是综合资源学和部门资源学在不

同时空尺度的具体应用与实践。

表1 我国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发展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resources science in China

年份

1992

1995

1998

2000

2009

1997、

2018

修订

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

分类与代码》（国家技术监督

局） [14]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中国自然资

源丛书编撰委员会） [15]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教育部） [16]

《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

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

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化委员

会） [17]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

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

会）

主要内容

能源科学技术（学科代码480），包括能源地理、一次能源、二次能

源、能源经济学等二级学科；经济学（学科代码790）包括资源经济

学二级学科

区域资源学（行政区）、部门资源学（水、土地、气候、矿产、森

林、草地、内陆水产、野生动植物、能源、海洋和旅游资源）、综合

资源学（全国、重点地区、单项资源和资源分区的资源特点及其开

发利用）

3个一级学科 5个方向：工学，热能与动力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农学，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农业

资源与环境；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综合资源学，分支学科主要有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经济

学、资源物理学和资源法学；部门资源学，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气候

资源学、生物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矿产资源学、海洋

资源学、旅游资源学和能源学等

能源科学技术（学科代码480），包括能源地理、一次能源、二次能

源、能源经济学等二级学科；一级学科“环境科学技术”更名为

“环境科学技术与资源科学技术（610）”，增加“资源科学技术（代

码61050）”（包括资源管理）；经济学（学科代码790）设置资源经

济学二级学科，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经济学、生物资源经

济学等6个次级方向

5个一级学科设计资源科学：理论经济学（0201），下设二级学科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学（0301），下设二级学科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农业工程（0828），下设二级学科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

程；农业资源与环境（0903），下设二级学科土壤学、农业环境保护；

农林经济管理（1203），下设二级学科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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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为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基础。同时，资源科学也不是孤立

和封闭的，在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基础上，其学科体系和分

支学科也必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1.2 国外资源科学的学科发展

国外资源科学的发展是在社会需求的强力驱动下孕育萌发，起初依托应用地理学，

开展资源区划与质量评价研究。早在20世纪初，美国作为资源科学的主要发祥地，就开

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资源科学相关的实际工作和实践性研究，如小区域土地利用研究、

流域规划和水土保持研究、实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等[20,21]，在此基础上还初步形成了

以资源地理学、资源经济学及资源生态学为主的资源科学三门支撑性分支学科。二战以

后，国外资源科学走向自立发展期。期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22]、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自然资源研究和调查处以及人与生物圈国际组织成立[23]，极大推动了自然资源

和生态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创新。随后直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24]，

国际资源科学在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下发展迅速。近几十年，随着资

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物理与资源法学等相关研究的不断开展，对推动国际资源科学

的理论建设和应用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5]。

总之，国外资源科学的学科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引发的环境问题处置密切

相关。起初，美、英、日等国建立资源科学研究，主要为了针对可更新资源，如森林

资源[26-29]和水资源[30-32]，提出合理的利用模式；而矿产资源，重点关注其采收率和矿山废

弃土地复垦技术[33-35]。除此之外，部分国外大学的地学院或林业学院，也增设了自然资源

相关系（所），在丰富资源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还促进了资源科学的学科发展。

1.3 我国资源科学的学科发展

我国的资源科学是地理资源所孙鸿烈院士、阳含熙院士、石玉林院士、李文华院

士、孙九林院士等倡导并发起的新兴交叉学科。20世纪中后期，老一辈科学家完成了我

国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通过任务带学科，奠定了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

经济发展为目标、以资源综合研究为特色的学科定位[36,37]。我国的资源科学研究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和国际学科前沿，以服务资源利用和资源安全、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与统筹决策

为目标，依托长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规划成果，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建设，在学科发展

图2 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与主要分支学科

Fig. 2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the subdiscipline of resource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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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论创新方面，形成了以资源地理、资源生态与资源经济等为主的学科方向齐全、技

术链条完整、创新特色鲜明的研究架构。以上三个研究方向与其他方向相比，其研究更

为深入综合，突出了我国的资源科学研究以地理科学和生态科学理论为支撑，以资源综

合研究为主线，依托资源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需求的学科特色。如资源地理研

究，不仅同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密切相关，也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经济科学等

紧密联系，研究综合性特色更为鲜明；又如资源经济学是一门跨度大、综合性强、应用

性强的边缘交叉学科，需要运用多层次多种类的方法体系来进行研究。

1.3.1 资源地理学

资源地理学是研究资源利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探究资源种类、数量和质量的

时空分布特征的学科。其主要关注资源的地域分布特征和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评价

等内容。196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地理百科全书》首次刊载“资源地理学”条目[38]。20

世纪70年代出版的《地理学与资源》 [10]、《地理学与资源分析》 [39]指出资源地理学研究包

括资源的评价和利用以及合理的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等。近年来，我国学者针对国家重

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水土资源和生物资源利用过程为核心，对自然

资源格局、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与效应变化规律开展了系统研究[40,41]；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以人口资源环境关系、资源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资产

评估与负债表编制、“三生”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等为主要切入点，通过野外调查、实验室

分析、模拟反演等手段，揭示了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在

不断取得资源科学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规划提供

了科学依据。如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的科学布局与统筹优化，既是重大的国

家需求，也是地学领域新兴的交叉研究命题。“三生”空间有生产和承载的双重功能，作

为生产功能的产业活动，具有较大的需水量；而作为承载功能的产业活动，又具有较大

的能源需求。它们通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供需平衡关系而相互耦

合、相互联系，是复杂地理巨系统功能和过程的集中表现。近年来，我国学者创新提出

了“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理论与方法，融合地球系统科学和空间信息技术，为上述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42,43]。同时，面向“一带一路”的建设需求，我国科学家主动作

为，带领资源科学研究团队走出国门，完成了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国北方及其毗

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澜沧江中下游及大香格里拉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等，研制跨境区

域自然资源要素获取集成一体化关键技术体系，结合创建的中国科学院中老资源环境合

作研究中心、东北亚联合研究中心，建立了国内规模最大、学科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资源环境大数据平台，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重要途径[44]。

1.3.2 资源生态学

资源生态学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自然资源形成、分布、流动、消耗及其过程和规

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资源生态系统，而资源生态系统是生物资源和环境因子之间相

互关联构成的生态网络系统，其研究内容包括生物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关系，资源生态系统网络构成与调控机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效应，复合生态系统的资

源流动过程以及其他全球或区域性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等。《自然资源生态学》 [45]全面论

述了自然资源与生态学的关系，提出了指导自然资源利用的生态学原则与相关规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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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多样性原则及其相互作用规律，为自然资源生态学的形

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农业生态学、畜牧生态学、草地生态学、森林生态学

等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资源生态学研究更趋成熟。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有限性以

及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观点也日益为更多人所接受。李文华院士牵头编著的《中

国当代生态学研究》 [46]，汇集了近 20位院士、400余位一线科研人员，从生物多样性保

育、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恢复、全球变化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等5个重点领

域，全面梳理了不同生态系统，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全球变化影响与

响应、生态文明建设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资源生态

学成果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资产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评

估、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47-49]。

1.3.3 资源经济学

资源经济学是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相关问题，以协调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自然资源现实与未来的配

置问题及其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问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

然资源利用效率与产权安排以及资源稀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及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服务。1976年Banks[50]出版了《自然资源经济学》之后，《资源经

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 [51]、《自然资源经济学》 [52]等一系列

著作问世，西方国家的部分大学也先后设置了资源经济专业或开设了相关课程，Howe[53]

的《自然资源经济学》和Randall[54]的《资源经济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先后被介绍到中

国。近年来，我国的资源经济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包括资源经济综合研究、能矿资源经济

研究、区域资源经济研究、区域生态经济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区域生态经

济学理论与方法、循环经济模式、应对气候变化、重点行业太排放测算、区域绿色发

展优化决策关键技术模式等[11,36,55]。

2 资源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2.1 国外资源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经网络调查显示，目前国外多数院校设有资源科学相关院（所）、科系及专业，以

美、英、日等国居多，这些院系均有相对成熟的资源科学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

从表2可以看出，国外资源科学的大学教育与研究生培养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包

括自然资源方向、资源环境方向与资源管理方向，学科和专业设置分别呈现综合研究

性、专业基础性以及社会政策性等特点。当然，由于社会发展需求不同，培养目标不一

致，不同院校资源科学的课程设置也有较大差异。

2.2 国内的资源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资源科学研究具有传统优势突出与社会需求广泛的学科特色。由于在管理体制上的

部门分割和学科之间的界限与分离，资源科学研究大都设置在其他相关学科体系之下，

造成其学科发展滞后于科学研究。1982年，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在原陆地水文专业的基础

上，率先成立自然资源专业，后更名为自然资源管理专业；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等推动下，1995年自然资源学列为地理学的二级学科。北京师范大学从2003年

起设置资源环境科学本科专业[19]。地理资源所学位委员会2005年在地理学之下先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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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自然资源学二级学科，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综合国内研究机构的情况

来看，在各大高校，自然资源学科相关专业研究生教育与招生大多归属在相关专业进

行，主要分布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公共管理和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

随着我国资源环境应用需求的迫切及资源学科本身的快速发展，最近十年，国内多所院

校及科研机构先后设置了资源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系（所），使得资源科学人才培养机制更

为健全，人才培养方案更为规范[25,56]。

最新统计表明（2020年硕士专业目录[57]），全国有100余所大学、研究院所设有资源

科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从资源科学自身的分类来看，资源科学类专业可以分为两

大类：综合资源学和部门资源学。综合资源学包括自然资源学专业（中国科学院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资源经济学（如北京工业大学）、资源工程学（如

华南理工大学）、资源管理学（如中国人民大学）等；部门资源学主要包括水资源学（如

河海大学）、生物资源学（如西南林业大学）、土地资源学（如陕西师范大学）、海洋资源

学（如中国海洋大学）等。

从资源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视角来看，交叉融合、兼蓄并包一直是我国资源科学

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重要特点。2020年硕士、博士招生专业中，资源科学与经济学、理

学、工学、农学和管理学5个学科大类均有交叉，与资源有关的专业分布及代表性高校

见表3。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资源科学研究旺盛的需求，以及成立自然资源部等重大改革举

措的实施，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逐渐开始将自然资源学从专业、系，提升到院所级别，

表2 国外的资源科学教育概况

Table 2 The condition of resources science education abroad

学科方向

自然资源

资源环境

资源管理

代表性大学/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 /自然资源

学院

康涅狄格大学（美） /农业、健康与自然

资源学院

日本大学（日） /生物资源科学部

华盛顿大学（美） /环境学院

加州理工大学（美） /农业、食品与环境

科学学院

普渡大学（美） /农业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 /环境研

究院

佛蒙特大学（美） /环境与自然资源学院

洪堡州立大学（美） /自然资源科学学院

弗莱明学院（加） /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

学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 /环境与社会学院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美） /农业和自然

资源学院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美） /食品、农

业与自然资源学院

纽约州立大学（美） /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美） /自然资源科学学院

相关专业

保护与资源研究、环境科学、能源与资源、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农业与自然资源、环境科学、自然资源

植物资源科学科、动物资源科学科、森林自然资源科学、海

洋生物资源科学

定量生态与资源管理、生物资源科学与工程、环境与森林科学

农业与环境科学、生物资源与农业工程、林业与自然资源、

地球环境与土壤科学

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土壤与水科学、环境研究、环境与自

然资源工程

水资源管理、环境与资源、环境保护

环境科学、环境研究、水生生态学和流域学

环境科学与管理、环境资源工程、自然资源

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环境保护、地球资源

资源及环境管理、自然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

自然资源生态与管理、森林与自然资源管理

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森林与自然资源管理

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科学、环境管理、环境研

究、森林资源管理、自然资源管理

农业生态学

注：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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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意识地从单一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转向多种资源的综合研

究，目前形势很好，但大多尚处于转型的初步阶段，尚未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合力。除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等科研院所之外，在

资源科学领域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机构有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主要任务

是开展以国土资源、矿产资源为核心的资源战略、资源规划、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

管理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58]；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自然资源学院，重点开展陆表

系统地理自然要素过程相互作用与区域分异、自然资源形成机理及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科

学研究与高素质复合人才培养[59]；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研究院，重点建设面向地球资源科

学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多学科交叉平台[60]；以及中国农业大学资源学院资源科学中心，

重点关注土壤与水科学、土地资源管理和农业气象[61]。

然而，纵观上述院校和科研机构大多重视资源科学的应用性研究，缺少对其学科发

展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同时，由于对资源科学的学科定位有差别，不同院校和

科研机构对其学科体系的划分以及人才培养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如存在着将资源科学

学科划分与资源领域人才培养的专业划分相等同、人才培养目标特色不明显以及创新性

严重不足、现有人才培养结构与当下国家对资源科学研究旺盛的需求无法相适应等诸多

问题。新时期，为了健全我国资源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资源科学人才培养需要明确培

养目标，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核心课程设置要对人才培养要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以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新要求，建立符合服务国家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表3 涉及资源科学的交叉学科

Table 3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involving resources science

学科方向

经济学

（学科代码02）

理学

（学科代码07）

工学

（学科代码08）

农学

（学科代码09）

管理学

（学科代码12）

代表性大学/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安徽大学

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西

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大学

河海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东北石油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等52所包含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

业的高校、西南林业大学、南开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22所包含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的高校、南京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沈阳

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西南大学等、安徽

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相关专业

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

经济学（海洋经济方向）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洁净能源科学、地

理学的自然资源学、资源环境遥感、资源

环境科学、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国土资

源学、海洋科学的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

理、地质学的资源环境与区域规划/资源

勘查与地球物理

水利工程的水文学及水资源、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的资源产业经济、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矿业工程的资源开发规划与设

计、农业工程的农业水土资源保护、林业

工程的生物能源与生物材料、环境科学与

工程的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农业资源与环境、资源环境微生物学、资

源环境生物学、资源环境信息技术、资源

环境信息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能源经济与管理、能源

与气候经济、农林经济管理的资源经济与

土地管理、自然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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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需求和科学发展的共同驱动下，资源科学学科建设发展迅速，诸多大学和科

研机构不断加强资源科学人才培养，且逐渐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未来资源科学学科发展

中应在明确学科定位、完善学科体系、加强课程设置、拓展研究领域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在学科定位方面，孙鸿烈等[13]、石玉林等[18]、史培军[19]、封志明[62]等从不同角度对资

源科学进行了定位。1998年，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

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共同组织召开的“跨世纪资源科学”座谈会上，就资

源学科的定位问题形成共识如下：资源科学是融合了自然、社会和工程技术领域多学科

交叉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优势的一门新兴学科。

有学者认为，可把资源学科归为理学门类，与地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

并行；也有把资源学科与环境学科均归工学门类，并称资源学科为资源科学与技术；

史培军[19]提出把资源与环境研究均归为“交叉学科”门类，并划分为资源学与环境学两个

学科群（一级学科）更为科学。笔者认为，资源学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

员会时期开始，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形成了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为目

标、以资源综合研究为特色的“交叉学科”。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以交叉、综

合特色更好地坚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 [63]，聚焦关系国家全局和制约长远发展的重大公益性资源生态环境科技问题，优化

布局、整合资源、发挥优势、重点突破，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

及服务国民经济建设能力，更好地发挥资源学科的科技价值。

在资源科学学科体系方面，我国资源科学学科体系以统筹资源开发利用与监管保护

各环节为特色，构建融合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理论体系。

随着国家对自然资源研究旺盛的需求，以及成立自然资源部等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资

源科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资源科学与其他学科体系一样，是一个发展的、动

态的学科，应该根据理论研究需求、国家应用需求进一步地深化和扩展。在新时期新形

势下，资源科学的发展形势很好，但大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科学发展尚处于转型的

初步阶段，没有形成重大影响的合力。在自然资源部应用需求的牵引下，在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资源科学学科发展基础比较好的机

构的引领下，以及自然资源学会等组织的支撑下，我国资源科学应继续以资源综合研究

为主线，同时发展资源地理、资源生态、资源经济等研究方向，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

实现基础理论创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形成学科方向齐全、技术链条完整、创新特色鲜

明的学科分类体系和应用技术框架。

在资源科学课程设置方面，不仅需要反映学科的发展特色，又要符合学科教育与教

学规律的客观要求，重点围绕资源科学的学科定位、资源研究的学科划分、资源领域人

才的培养目标，在满足学生对地学、化学、生物学基础知识的需求同时，还应实现对资

源科学基本理论与应用方向的培养，能够综合运用资源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高效合理地进

行各类资源形成、演化、评价及其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研究，揭示自然资源的形成

演化机制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复杂作用规律。特别是一些专业特征明显的高校，随着国家

对资源科学研究旺盛的需求，将原有的单一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

的专业学科转向多种资源的综合研究，在课程设置方面仍侧重原学科方向，应加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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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科学导论》《资源科学纲要》核心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在具体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应提

高专业核心课程的综合化程度，协调好理论与实践教学、必修和选修课程的关系，兼顾

专业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以通识教育、学科平台课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选

修课与专业必修课）、实践教学四段式框架构建理论教育、实践教育以及素质教育有机结

合的课程体系。

在研究领域方面，作为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领域，资源科学研究不仅关注资源本

身、人类与资源、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人类、资源、环境、社会发展

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律；还研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资源分布规律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与

替代途径，同时探索资源的物质能量流动过程与代谢机制，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机

理。在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美丽中国”愿景的引导下，资源科学必将焕发出

新的活力，在全球、国家和区域不同尺度上跟踪研究水、土、能、矿和生物等资源利用

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破解“山水林田湖草”共同体的演变机制，探讨区域资源优化

配置及其高效利用模式，为全球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制定区域资源与环境战略提供决策

支持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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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for resource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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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ources science is a new scientific field which combines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

ary subjects.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resources science discipline con-

struction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urse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science,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profession-

al sett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sum-

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f

resources science in China, which is expected to meet the national demands in a better way.

Keywords: resources science; development process; discipline system; discipline characteris-

tic;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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