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秉承马世骏院士科学精神，创新发展中国生态学事业
———纪念马世骏先生诞辰 １００ 周年

刘世荣

中国生态学学会

　 　 值此马世骏先生诞辰 １００ 周年之际，中国生态学学会深切缅怀马世骏院士为中国生态学事

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风范，进一步激励广大生态学工作者为推

进生态学学科建设和促进中国生态科学事业发展，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

的贡献。
马世骏先生是中国生态学学会的创始人。 在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生态学家

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学学会于 １９７９ 年成立。 中国生态学学会自创立至今，历经 ３０ 多年风

雨，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 回顾学会的发展历史，我们深切怀念中国生态学学

会的创始人马世骏先生，感谢马先生等老一辈中国生态学家为中国生态学学会建设与发展做出

的重大贡献。
中国生态学学会创建的前 １０ 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在马世骏理事长的领导下，学会致力于基

础生态学研究与生态学基本知识的普及，同时积极向国家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关于我国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和区域开发的建议和咨询，致力于把生态学建设与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决

策之中。 同时，学会注重加强生态学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逐步创建了城市生态、农业生

态、微生物生态、化学生态、海洋生态、生态工程等分支学科。 在老一代生态学家的艰辛努力和

积极倡导下，生态学知识逐步在工农业生产中得到普及和应用。 马世骏院士首次提出了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使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生态学从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进入

经济社会实践，促进了应用生态学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
这一阶段，学会在马世骏先生等老一辈生态学家带领下，逐渐发展成为拥有 ７ 个专业委员

会，３２００ 多名会员的学术组织，并在全国先后建立起 ２１ 个省级生态学学会。 学会先后创办了

《生态学报》、《生态学杂志》及《中国生态学学会通讯》，为中国生态学研究与学术交流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会的创立也加速了生态学教育的发展，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及农林院校

等先后开设了生态学课程，促进了我国生态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与成长。 同时，科普教育工作也

在中国生态学学会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 在创建的头 １０ 年，学会召开学术会议 ５０ 余次，组织

培训班 １５ 次，包括向党政干部进行生态学知识讲座，全方位进行生态学科普宣传和教育，充分

反映了中国生态学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中国生态学学会发展的第二阶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９），正处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国力增强

和民生的改善，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时期。 在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

生态学家的带领下，学会调整战略，更新机制，改革管理，实现了多项转变：学会管理从封闭型向

开放型转变，学术活动从单一专题型向多学科交叉型转变。 学会确立了“面向国家目标，服务

两大战略”的发展目标，积极参与到国家、省、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研究中。 学会的专业

委员会在此期间迅速发展，景观生态、动物生态、城市生态、化学生态、农业生态、种群生态等多

个委员会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生态学继续教育与培训，并与

多个国际组织联合举办生态技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的生态学者加入学会，会员总数达到 ５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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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增强了学会的凝聚力和会员把学会作为生态学工作者之家的依托感。
进入 ２１ 世纪，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和生态学界关注的焦点。

同时，我国的人口增长、经济迅猛发展与资源、生态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已经凸显成为

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在党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学会不断拓展生态学的分支机构领

域和应用范围。 为国家、社会、广大会员提供更加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学会谨记马世

骏先生等老一辈生态学家的谆谆教诲，时刻秉承开放、民主、协作、开拓的精神，抓住机遇、拓展

空间，在学会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目前，中国生态学学会共有

５ 个工作委员会、２２ 个专业委员会，会员总数达到近万人。
近年来，学会进一步注重综合性年会等学术交流品牌的实效和品质，连续多年综合性学术

年会参会人员均在千人以上。 学会的国际合作交流和影响不断提升，２００７ 年成功举办了世界

生态高峰论坛，２０１１ 年成功举办了第八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获得了第 １０ 届国际湿地生态

学大会和第 １２ 届国际生态学大会的举办权。 与美国生态学会联合创办了生态学国际期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学会积极致力于引领学科发展，推进科技期刊建设。 先后承担完成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生态学

学科发展报告》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生态学学科发展报告》；李文华院士率 ２０ 余位院士、４００ 多位生

态学家编著出版了《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系列专著；学会主办的《生态学报》、《生态学杂志》、
《应用生态学报》连续多年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称号，总被引频次《生态学报》连续多年位居

我国自然科学期刊第一名，影响因子都名列学科前茅，并获“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等称号；学
会与东北林业大学合作主办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也已被纳入国际 ＳＣＩ 源期刊体系。

中国生态学学会从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社会发展大局出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承接政

府职能、参与国家政策咨询与建议。 学会承接了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自然遗

产法”的立法咨询，参与了国家环保部、国家旅游局等部委的多项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组织

专家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生态功能分区技术规范）、《自然保护区分类管理技术导则》、《生态

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的制修订工作 ，提出了数十条书面修改意见。 撰写了《中国生态学学

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咨询报告》。 针对国家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组织学术沙龙，
总结提炼专项建议，其中“农业生物灾害监测预警”、“生物入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丝绸之路

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等专项建议被中国科协认可和采用。 中国生态学学会又积极致力于生

态环境教育的科普宣传，编制研发生态科普资源包，促进科技成果科普化，引导企业向低碳经

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转型。 打造的“生态科普校园行”品牌活动，已先后在北京、福建、浙江、
安徽、吉林、四川、山东等地的中小学开展，累计受众 ３０ 余万人。

２０１２ 年，获中国科协首批“学会能力提升专项优秀科技社团”奖。 ２０１５ 年，学会在圆满完

成社团奖工作内容的基础上，又成功进入中国科协前 ５０ 个示范学会之列，荣获“中国科协学会

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三类优秀科技社团”荣誉称号，再次体现了学会在科协所属 ２０４ 家全

国学会中的领先地位。
中国生态学学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不会忘记马世骏院士等老一辈中国生态学工作者的艰

辛创业、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为学会的发展创造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百年沧桑映山河，一生情怀寄生态。 在纪念马世骏院士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马

世骏院士，愿我们全体生态学人团结起来，为继承和发扬马世骏院士的科学精神，为我国生态学

事业的发展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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