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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科学是认识行星地球的形成、演化以及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气候、环境、资源、灾
害、可居住性、可持续发展等的一门自然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性科学，与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巨大推动力，使得地球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
展。
板块构造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大陆漂移、海底扩张和地幔对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全
球构造和运动的认识；反映全球冰量变化的深海氧同位素曲线的建立，提出了环境变化全球性和多旋
回性的理论。
60年代末，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并带回月球岩石样品，这为人类提供了认识地外其他星体、将地球
与其他星体进行比较研究的直接机会；同时，地球和月球上陨星和撞击坑的研究，将地球科学引入研
究行星地球和行星科学的领域。
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全球环境变化研
究得到普遍关注和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地球系统科学思维在
地球科学中得到普遍接受，地球系统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的前沿领域，地球科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随着地球科学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对地球科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地球科学研究的组织化、规模化
、平台化程度不断提高，地球科学的研究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研究平台的进步和对自然界真理的追
求，地球科学的发展日益与经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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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对国内外地球科学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总结，从21世纪国际地球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出
发，从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着眼，深刻阐述了国际地球科学发展的特点与前沿趋势，系
统思考了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了至加20年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目标与战略定位、系统
凝练和提出了我国地球科学应当重点研究的8个重大科学领域——行星地球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
及其协同演化，海洋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资源环境效应，陆面地表过程、资源环境、人类
活动与可持续发展，天气、气候系统和空间天气的变化与趋势预测，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矿产
资源和能源的形成机制、勘查新技术与可利用性，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自然灾害与防治等，阐述了
这些领域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同时指出了地球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我国地球科学发展
的条件平台与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及实现途径。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政府科研管理和学科规划人员、地学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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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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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会提出了关于“21世纪中国地球科学前沿”研究计划，并成立了
由安芷生、苏纪兰、周秀骥、孙枢、孙鸿烈、陈颞、陈运泰、李廷栋、汪品先、吴国雄、郑度等院士
组成的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3年1月，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就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向国内院士和专家征求未来10-20年我国
地球科学发展在战略和决策方面的建议：21世纪尤其是未来10-20年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学科发展、跨学科乃至学科融合的具有深刻科学思想的重要科学问题，为达到以上目的所需要的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与管理。
60多位院士和专家就不同发展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03年4月，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工作
计划。
同时，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决定成立由张志强、延晓冬、李丽娟、高锐、王东晓、蔡演军、郑军
卫、李建平、梁涛、王涛、段安民、张明等组成的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组。
21世纪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组在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指导下，为此次地球科学发展战略
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同时，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办公室孟辉、刘勇卫、刘春杰、党顺行、申倚敏、袁牧红以及谢翠华等做了
大量的协助工作。
在此，对他们的贡献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3年8月，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8
个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并对本报告的撰写工作进行了分工。
本报告的撰写，既要回顾科学问题的研究历史，又要有可行性和前瞻性；既要反映国际地球科学发展
的潮流，又要指出我国地球科学攻关的方向；既要对地球科学问题的前沿领域、重点方向等有清晰描
述，又要对开展和组织重大地球科学研究计划的数据基础和支撑平台建设有所设计。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9月，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成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长期规划工作，
并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提交了《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关于地球科学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的咨询报告》。
其后，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和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组召开了多次会议，不断完善编写方案
，确定实施途径，组织系统调研，院士和专家积极进行咨询和本报告的撰写。
200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扩大会议上，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汇报了战略研究成果，中
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会听取并讨论了地球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进展，对进一步完善战略研究工
作提出了要求。
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和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组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基
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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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战略报告》从国际地球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出发，从我国地球科学
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着眼，既突出地球科学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又强调我国的实际国情，基于对国
内外地球科学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总结，阐述了21世纪地球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考，分析了地球科学
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书中还提出了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方向，并对这些问题的国内外进展、研究内容和方向予
以阐述，提出了研究上述问题和促进我国地球科学发展的条件平台与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同时指
出21世纪地球科学研究并不是纯粹的学科研究，还要面向市场、面向用户、面向地球的管理，为人类
社会发展服务。
 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对我国地球科学未来10～20年的创新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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