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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生态复杂性8 弘扬可持续生态科学
———9::; 北京世界生态高峰会

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S 9$$$TU）

摘要：“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D0-4<<>I !$$"）”于 !$$" 年 U 月 !! ; !" 日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主题为“生态复杂性与可持

续发展：!9 世纪生态学的机遇和挑战”。来自 "$ 余个国家的 96$$ 余名世界生态精英和 !T 个生态学相关国际组织的首脑参加

了这次峰会，会议邀请了 97 位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前沿的国际著名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做大会主题报告，组织了 6: 场专

题学术讨论会、!$ 场口头学术报告分会。会议发表了推进全球生态建设、弘扬可持续生态科学的《北京生态宣言》，认为生态学

是认识世界、改善环境、美化生活和决策管理的强力工具。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的自然哲学、系统科学、工程技术和自

然美学，生态学应该也必须成为体制改革、产业转型、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基础。认识、简化和转化复杂性的最终目的是

要调控、保育和营建地球村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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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生态史的新篇章：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

地球正遭遇着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剧烈的环境变化。急遽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在显

著改善人类福祉的同时，对区域和全球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的负面影响和证据已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

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境消失，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对人类和地球村的威胁正引起各

国学术界、政界、产业界、媒体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无论对生态复杂性的科学机理和方法，还是对生

态持续性的理论、技术、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和应用都还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为此，一个由国际生态学会、

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国际城市和区域规划师协会、国际人类生态学会、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国际生

态工程学会、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全球水伙伴、英联邦国家人类生态学理事会、东亚地区生态学会联盟、

欧洲生态学联盟、德语系国家生态联合会、中国生态学学会、美国生态学会、英国生态学会、中华海外生态学者

协会等 /0 多个国内外生态学相关领域的主要权威学术组织和团体共同发起，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和 1*2’3,’4
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以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协办的“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1()5677," /008）”于 /008 年 9 月 // :
/8 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参加世界生态高峰会的来自世界各大洲 80 多个国家，/0 多个国际

和地区学术团体的 ;<00 多位生态学工作者聚集北京，他们忧心忡忡、踌躇满志，呼吁世界各族民众和各国政

府紧急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拯救自然、拯救人类、拯救生态。

峰会得到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部门

和相关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蒋正华副委员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冯之

浚、国家环境保护总总局副局长王玉庆、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等国家及部委有关领导参

加了大会开幕式或相关会场的学术活动。

本届峰会以“生态复杂性与可持续发展：/; 世纪生态学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探讨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关

系的变化、生态理念的革新，交流了生态科学的理论进展和生态建设的实践案例。内容涉及生态复杂性、可持

续发展科学、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健康、全球变化与生态效应、城市化与生态建设、循环经济与产业生态学、生

态信息学、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基因植物和动物的生态安全、景观生态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等

理论和应用的前沿议题。

峰会主要活动包括以下三大板块：

一是以生态复杂性与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学术交流活动。峰会特邀了 ;= 位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前

沿的国际著名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做大会主题报告，内容涉及生态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新视野，函盖

了从全球生态、景观生态、系统生态、人类生态、家庭生态、基因组生态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生态产业、生

态指标和生态交通的各个方面。大会共组织了 <> 场专题学术讨论会、/0 场口头学术报告分会、五场专题学

术墙报展示、两个区域性学术会议（第三届东亚地区生态学会联盟学术年会，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两个卫

星会议（北京国际城市生态修复论坛和南京国际湿地恢复与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以及会议前后各种相关

的学术活动。从这些交流不难看出当今国际生态研究的一些前沿动向：研究内容从单尺度走向多尺度整合；

研究对象从纯自然生态走向人与自然间的生态胁迫、服务、响应和建设关系；研究方法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

跨部门的交叉融合；研究目标从经院猎奇走向服务社会。峰会上，生物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长期疏远关系

变为两类学者同堂切磋的共生情景。全球生态安全、区域生态服务和人类生态健康已成为当代世界生态关注

的核心内容。

二是组织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设实践论坛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书刊和成果会展。峰会邀请了国

内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领域的权威专家、决策者和企业界杰出人士作大会演讲，介绍各国可持续发展的

典型案例，重点展示中国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的海南

省、北京市、扬州市、雅安市、大丰市人民政府等在内的 8 个政府决策管理部门及中国宝钢集团等 ;/ 家企业在

论坛上交流了生态建设的案例。=0 家政府、企业、出版社和学术团体在展会上展示了各自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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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技术及示范模式、生态学相关仪器设备及图书期刊等。近年来，世界各国十分关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此次峰会宣传和交流了中国政府、科学界和人民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可持续

发展的具体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不仅能快速发展经济，也能扎实改善生态、建设生态。

三是各生态相关的国际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的工作会议和各团体间的交融对话会议，如国际生态学会，

国际人类生态学会、国际生态工程学会、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东亚地区生态学会联盟等组织的理事扩大

会，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与中国生态学会联席会议，以及 /*0’1,’2 出版集团的《生态模型》、《生态经济》、

《生态复杂性》、《生态工程》、《生态信息》、《生态指标体系》等国际生态学领域的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的联席会

议等。峰会期间，中国生态学会还特邀了当今世界 34 余位主要生态学相关国际学术团体的理事长或秘书长

举行了两个小时的圆桌会议，就生态学领域一些重要问题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意向，以及北京国际生态宣言

的文稿达成了共识。

本次峰会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和应用研究领域的顶级科学家的学术峰会，是各国生态学学

术团体领导人和学术期刊主编的工作峰会，也是对全球生态和环境领域登峰造极的机遇与挑战及其解决方法

和案例的审视和检阅峰会，是国际生态学领域有史以来参办的国际组织、学术杂志和代表国家最多的一次大

型、综合性、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大会。这次生态峰会上，各国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建设和管理方

面的最新理论、方法、技术和观念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集中展示、交流、切磋和升华。本次峰会特点有三：一是

国际组织覆盖面广，几乎覆盖了生态学领域所有的全球性、地区性权威组织以及美、英、中等 3 个世界上最大

的国家级生态学学术团体；二是学术期刊参与多，有 56 个国际知名期刊和 74 个国内核心期刊加盟，一大批国

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参与了峰会并将于会后出版峰会论文专辑、专栏或择优选登会议论文；三是学科交叉多，参

与踊跃，峰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共收到来自 84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论文摘要 7344 多篇。

世界生态高峰会是世界生态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规划、决策、管理人员的学科交叉、组织交融、地区交流、

人员交谊的国际生态盛会，每 6 年举办 7 次。第四届世界生态高峰会将于 5477 年在南半球举行。

!" 生态：认识世界、改善环境、美化生活的强力工具

本次峰会讨论通过了推进全球生态建设、弘扬可持续生态科学的《北京生态宣言》，其副标题为：“生态：

认识世界、改善环境、美化生活的强力工具”。宣言指出，生态是人们日常关注问题的核心，生态学是解决人

与自然系统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决策管理的重要工具。生态学能够帮助人们去设计、规划、管理及保护好环

境，以确保世上所有人拥有健康的生命，让子孙后代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宣言号召全世界各类民间学术团

体、各级政府，以及各类生态相关的科学家联合起来，把生态学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防止地球生态的进

一步退化，实现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7］。

过去 764 年，现代生态学在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不同分支学科中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生态学的多

学科交叉及其与社会利益紧密相关的学科特点使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以及决策、规划、管理人员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最有潜力也最具挑战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科学［5］。57 世纪的生态学，既是一门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自然哲学，一门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科学，

一门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技术，还是一门人类品味自然、感悟天工的自然美学。如何辨识、简

化和调控生态关系，把生态关系的复杂性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并列为本次峰

会的主题［3］。

从基因到生物圈的地球生命系统各层次错综复杂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人为干扰机理和复合生态效应已

成为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乃至全社会关注、研究和管理的核心对象。生态学被认为是应付全球变化挑战、改

善天人关系、惠荫人类福祉、推进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依据及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系统工具。

生态关系涉及复杂的生态因子、生态格局、生态功能、动力学过程和控制论机理，其时间的累积性、空间的

交互性、尺度的多层性、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以及科学方法的不成熟性决定了生态研究的复杂性。还原论的认

知方法，因果链的处事手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政治的短期和局地行为，使得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能力岌

39:5; : 期 ; ; ; 王如松; 等：认识生态复杂性; 弘扬可持续生态科学———5448 北京世界生态高峰会浅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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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可危。

认识、简化和转化复杂性的最终目的是要调控、保育和营建地球村的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通

过技术、体制、行为三层次上的生态整合，将复杂的生态关系简化和转化为社会/经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变复杂性为可持续性，需要认识论领域一场天人生态关系的深刻变革：包括人们待人接物的哲学视野、资

源代谢的生产方式、影响环境的消费行为的转型，以及以财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向财富、健康、文明协调发

展的生态发展观的更新。为推进线性思维、物理思维、还原论向系统思维、生态思维和整体论的观念更新，社

会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

变复杂性为可持续性，需要生态研究与管理体制的革新：人类需要一座沟通人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的桥

梁；一条联系生存和发展、穷国和富国、东方与西方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的科学纽带；一种融汇生物科学、

环境科学、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一类能化繁杂为简单、理

论为行动，规划、管理人员与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共生的多元文化。生态科学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

历史使命。

变复杂性为可持续性，需要生态研究、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方法和技术的创新：需要从测量到测序、寻优

到寻适、整形到整神的方法论转型；需要辨识、模拟和调控好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间复杂的生态动力学

机制，需要运用生态控制论方法处理好个体和整体、眼前和长远、局地和区域间复杂的生态耦合关系，通过整

合、适应、反馈与协同进化去系统推进局地、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不仅需要呵护，更需要建设。生态建设不单要从负面去控制、约束人的行为，依法保护环境，防治生

态破坏；还要从正面去诱导人的良知，激励人的能力，按生态规律去孕育系统活力，设计、创建和管理人工

生境。

生态学研究不仅要潜心理论、认识机理，更要锐意实践、改造环境。生态学研究成果不仅要学术文章，更

要科普效果，要把生态文章写到地上、融到心里，变成决策、规划、管理人员自己的工作语言。生态建设和生态

科普的社会效果是衡量生态研究业绩的重要内容。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新世纪的生态学必须走出经院、走出自然、影响经济、影响社会，必须充分发挥

其交叉学科的桥梁、纽带、宣传队和播种机作用，为地球家园的持续发展，为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 01
多亿地球村村民的健康文明保驾护航［2］。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生态学已成为人类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所必须使用的一类重

要工具”，宣言结尾以此告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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