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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科学界的发展，银高兴地看到我国科技人才辈出，在

各个领域大量身子、捷摄频传，在科学史的研究上也不断有骄人成果出现，然

而，细缰追索，对于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团体→→一科技学会的发生发展

却很少认真关注，也没有看到系统介绍各学会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面世。科技学

会是一个群贤毕至的科学大家庭，无疑，科技学会组织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提供国际自内交流平台、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做了大量贡

献，确实值得细细研究、大书一笔的。

该套《中国学会史丛书》就是以中罔科协属下的各科技学会为研究对象，勾

勒学会发展历史、刻画杰出科学同仁、探索科技学会在中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

套丛书，实可谓匠心独具，意味深长，对各学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出

版界来说，也是中国科技学会发展史系列研究著作的开山之作，填补了中国出

版史上的一页空白。

中国科协主管的近两百个全国学会中，有许多历史悠久、建树颇丰的学术

团体，有些建会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如本丛书中牧纳的中国药学会、中国

农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等。跨入新世纪以来，这些学会结织在工作规

模、专业队伍、成果积累和学科本身建设等各个方面，无不克大前业，烧然一新。

丛书中也有一些是建国后成立的新兴科技学会，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海

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等等，这些科技的发展与现代生活怠息相关，也是一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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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力的表现。及时匾额历史，探索科学发展规律，对学会的继续发展壮大

具有重要意义。

整套书没有一般全史的恢弘与庄严，但不失严谨与考证;没有标签式的分

析与结论，然谋篇与行文都是基于史实的笔锋。以历史的视野、以组织的命运

来现察、理解发生其中的科学活动与使命;以平谈的笔调、粗矿的线条来勾勒已

经远去的或仍在奉献的那些科学大师的背影。每一个学会的成立，都有着我国

历史上第一批接受科学启蒙与教育、拥有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为我国科学发

展与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人的身影，正如詹天信之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梁希之于中国农学会，等等。

对中国科技学会史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创新，是一次人

文升华，她的研究成果赋予科学人、科学组织一份生命感的体验，对科学史的研

究是-次丰富和发展。

当然，不能说这套书完美元瑕，作为第一套研究科技学会史的丛书，在资料

的准确与完整、史实的全貌与重点选择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万

事开头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花心血给我们呈现出这一套丛书，是做了一件

大好事，给广大科学史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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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i李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著名科学史专家，中 E科学

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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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中国学会史丛书》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

过去做科学人文丛书有个传统，在丛书付梓之前，作者和出版社都希望我写

个策划人语或出版者的话，对丛书缘起和出版过程有个交代，既把出版社的策划

初衷告诉读者，也增加了图书的可读性和文化含量，同时也能从出版社角度感谢

相关人员。记得《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开印之前，几位老作者也希望我

能写个类假的东西，但由于工作太忙只好作罢。如今这套《中国学会史丛书》也将

要面盘，能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许多人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需要感谢他们!彩笔

昔曾于气象，回头吟望苦低垂。好在国庆闲暇，我可以整理思绪，拙写完成任务。

本套丛书选题诞生在北京北四环南面一个上岛咖啡厅。那是 2007 年 9 月

份一个阴雨连绵的镑晚，我约好朋友、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玉春

法部长出来小坐。我和春法兄是多年合作的老朋友了，彼此理念非常一致，都

希望能散点有意义的事。他曾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的执笔者，自然高

瞻远瞩，并且他对我原来的敬书理念和风格也比较了解，因此那天灵感频现，谈

兴甚欢，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本套丛书不仅填补了国内尚无系统研究学

会史著作的空白，也将成为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的献礼图书。

《中国学会史丛书》同时也是我们在科学人文出版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对

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而言，科学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构成实证的科

学知识体系 z二是以观察、实验、科学组织为背景的人类活动(科学人文) ;三是

以兴趣和美学为基础对科学的享受和欣赏。近年来国内凡家出版社在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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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衍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不少收获。目前还很少有出版社进入第三个层面，

那也许是科学人文出版的潜力和前景。本套丛书严格来讲还是属于第二层面的

选题，她从学会这条主线细述学科发展经历，还原相关人物和事件，构建了一般读

者和本学科的梧对亲和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了解该学科、学会的一个窗口和阶梯。

一年多来，组稿工作非常艰辛!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为本书组禧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春法部长一直关心穰件进展，并提出许多战略性的意见β午向阳处长

总是出现在关键的时刻，其幽默雨深刻的话语常让我们佩服连连(在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上海交大出版社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科协的科学文化罔书出版基地，

2009 年合作项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系列丛书》已经立项，更长远的合作也在谋

划之中)。各有关学会的崩友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最

让我感动的是我国科学史领域唯一院士、同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史

学会名誉理事长席泽宗先生不顾高龄和跟疾为本丛书作序，并认为该套学会史

丛书填补了科学史领域一个很重要的空白。

自从本丛书立项之日起，我社就高度重视，将其作为社部项目探索工程。

杨祥玉书记和张天蔚总编多次参加组穰会议，讨论相关细节，尤其张总编一直

关注和负责该丛书的内容和编校质量。一年来，丛书组稿小组的冯勤、戴柏诚、

刘佩英三位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经常夕发朝至深入北京各学会组稿，

期间苦辣酸甜非亲历者不能体会。应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各相关学会的呼

h 吁，需要特别表扬刘佩英同志的努力，许多学会的领导和我诉说"小刘编辑太镇

而不舍了，一天 n 个电话打过去，一开始有点:顷，到后来渐生银撮"。说实话没有

也们几个这种执著的努力和模书如子的投入，这套丛书很难完成组稿工作。进

入编排攒段，王起明老师做了大量协调督促工作，为本丛书按时出版做出了贡

献;各位责任编辑不是萧然物外而是主动投入，加班赶点，出色完成任务。感谢

你们!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智慧和汗水的人们!

巍巍交大，百年书香。《中障学会史丛书》能在摆在 110 年历史并为我国科

学事业做出在大贡献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最近中国出

版科学研究所和上海新闻出版局的报告中数次提窍交大出殷社的科学人文特

色板块，这既得益于交大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工特色，也受惠于交大 110 年的深厚

人文传统，更与交大拥有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学科基础有关。春华无数，待

看秋实。希望这套丛书能给读者朋友带来→些感知和收获。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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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自 1978 年创建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 30 年。目前号发

展成为拥有 41900 多名会员、202 家团体会员和理事单位、30 多个分支机梅的

全国性科技社团，成为在民内外环境保护领域具有一定社会影喃的重要学术组

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和部分县也陆续建立了环境科学学会，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与这些地方学会共同成为我国环境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一支

重要力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的 30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环

境保护事业蓬勃奋进的 30 年。学会经历了成立之初快速发展、成绩斐然的 10

年 5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社团经费自理、活动自主的改革，学

会又经历了顺应改革，:xN.辛探索前行的 10 年 z新世纪，学会在改革中焕发生机，

遛来了开拓进取的薪征程。

中囡环境科学学会团结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努力履行党和政府赋予科技

社团的职能，在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刊物出版、技术咨询

及为会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环境科

学技术进步、加速环保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发挥了一个科技社团积

极而强特的作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吸引和汇集了环保界各个领域中著名的专家和学者，具

有多学科交叉和跨领域的特殊优势。据不完全统计， 30 年来，学会先后组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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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昌内学术交流与研讨 700 多次，发表论文达 30000 多篇。通过这些会议，活

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学术水平，促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进步，增进了同内外同

行间的联系和友谊。

发挥科技社菌的科普职能，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贯服务，是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学会整合多种资源，围绕各种纪念日，面向不同

人群开展环保科普活动，创作、开发了大量环保科普作品、产品。特别是近年来

开展的"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先后把 6 个省、自治区作为示范，在农村传播

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2却00们7 年联合北京 1刊O 所高校囡

委共同发起"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

全闰 3孔I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震宣传活动，耳取灵得了良好的社会反R瞬自。

环保科技事业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中同环境科学学会在举荐人才、发现

和扶植有作为的年轻人、支持和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年来，学会先后锥荐了 34 名环境科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科带头人作为两院

院士候选人，其中 3 位当选 z积极开展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青年科技奖的评选

工作，从 1989~2007 年共评选出 753 名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353 名青年科技

奖、207 名优秀学会:工作者号并向中同科学技术协会(以F简称中国科协)推荐了

中国青年科技奖、科技工作者奖候选人共 44 名，其中有 4 位荣获中国青年科技

奖。学会贯彻"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召开的各种研讨会，已成为青

年环保科技工作者学习交流、展示自我才干的重要平台，为培养环保科技新生

力量创造了条件。

《中国环境科学》作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刊.是展示我国环境科技整体学

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本着坚持质量第一、鼓励学术能新的办刊理念，自 1981 年

创办至 2007 年共出版 162 期，发表了各类学术文章 3 164 篇，其中许多论文在

同际、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由学会主办的《环境与生活》、《中国花卉盆景))，以及

与有关单位联合主办的《环境工程》、《中同环境管理》等期刊杂志，介绍环境科

技方面重要成果，普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科学知识，总结与交流环境

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些期刊拥有大量丰富的信息，泣载着我国环境科学技术

发展和知识普及的历程，成为环境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

中间环境科学学会是中同民间国际环保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学

会已与许多同际环境保护学术组织布环境保护学者建立了联系，在吸收罔外先

进的环境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宣传中国环保τ牛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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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会组织的同际学术交流，为会员、环境科技工作者了解国际环境科学技

术的最新进展、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徨好的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意识到面向政

府、企业和社会，在环境科技的咨询和服务领域应该市旦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近年来，学会积极组织开展环境科技进步奖的评审、科研成果的评份和推广、环

保技术和工程的咨询及评估、环境键康的评价、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等，并通过

多种渠道向政府提供环保工作的咨询建议，受委托为同家环保决策缰织各类型

的专家论证。学会在我罔环保事业的发展、产业的提升、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罔环境科学学会作为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集中代表着广大

环境科技工作者的利益。学会历届理事会注意倾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

呼声，向政府反映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

倡导良好的学风.努力为会员服务，把学会办成环境科技工作者之家。

21 世纪保护环境已成为各罔政府乃至全人类的共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三十而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已到了丽立之年。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环保科技杜团，它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需要学

会的同仁们不罢王震辛，勇于创新，共同努力。

盛世{彦典，中国科协决定组织一批历史比较长或比较知名的学会，编篡学

会史。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有幸被选中。经过编写组及有关同志的努力，终于完

成了这项工作。书中记录下来环境学会点点滴滴的事迹，既反映学会 30 年走过

的路程，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为此，写此序以作纪念。

王玉庆

2008 年 7 月 22 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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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纪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50 周年，中国科协组织部分全国性学会编辑

出版《中同学会史丛书)>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史》是其中的一册。

同其他入选《中国学会史丛书》编写工作的兄弟学会相比，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会，环境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不像其他传

统学科的学会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之所以人选，一定程

度上是得益于环境科学学科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十分重视学会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为此专门组成了

自在职人员和从事学会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共同参与的编写班子。编写过程

中，遵照中国科胁提出的"回顾学会发展历史、探索学会发展规律、弘扬科学精

神"的编篡要求，竭力收集史料，细心整理，追忆核对，精心裁剪，力求完善。现

在终于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o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自 1978 年成立以来，既是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性环境保

护科技社团，闰时也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前身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的直属社团机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己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 30 年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级组织，依靠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积

极实践租探索社团的改革发展之路，努力完成党和国家黯予的历史使命和各项

任务，忠实履行一个科技社团的基本社会职能，通过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

国际合作、刊物出版及技术咨询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为提高我国的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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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水平、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为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以及维护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了一个科技社团的积极

雨又独特的作用。

本书比较系统、客观地记叙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创建、改革、发展的具体历

程，归纳和总结了一个环境科技社团组织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求得发展的思路

和经验。全书共分为引文、学会史、大事记、名人与学会和附录五个部分，其中

学会史分为四章o

本书第一部分引文中包括罔片、编委会名单、总序、出摄者的洁、序和前言、

学会简介等。

第二部分的第一至第二章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发展沿革，按照"快速发

展、成绩斐然的 10 年"，"顺应改革、探索前行的 10 年"和"全面开拓、锐意进取的

新征程"等三个阶段作了回顾，系统地阐述了学会创建的历史背景、改革发展的

进程，以及学会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在第酒章"学会的基本职能和主要工作"

中，又分为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环境教育、科技咨询服务、科技刊物及图书出

版、国际及区域间的合作交流、人才举荐、会员服务等八节做了系统总结， ì己叙

了学会领导、学会工作者和广大会员所做的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接着是学会

工作的大事记和学会理事长及著名科学家简介。

本书最后还在附录中收录了李鹏同志、曲格子局长、解振华局长、周生贤部

长、邓楠书记关于学会工作的重要讲话。作为研究学会、国硕历史、展望未来的

一个组成部分，将为学会的组织建设和未来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此外还

附录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历届理事会机构人员名单、分支机构设置情况、《中国

环境科学》历届编委会人员名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所获主要奖项以及省级及

部分甫级环境科学学会简介，作为发展过程的重要史料之一亦一并献给广大

读者。

本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环境科技社团组织发展的现状、总体

水平和整体实力，也体现了从事科技社团工作的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对环境保

护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推动我国科

技社团的发展以及社团工作的研究有所禅益。

当前，国家的环保事业正方兴未艾。视嚣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通过环境科

学学会这个平台进行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大力推进我国环

境科技事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全面改善和提高我国的环境质量做出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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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新贡献。

本书同时也作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 30 属年的献礼，献给为学会工作和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仁!

本书的编写出版.是在中国科协、同家环境保护部的指导和支持下，在从事

学会工作的有关老领导直接参与和协助下完成的.值此之际表示衷心感谢。同

时，向一直支持、鼓励和推动学会工作前进而默默奉献的老领导、老前辈深表

敬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此书的编写中难免会有疏漏、不妥，甚至错误。对

此，请大家给予批评茹正 O

编者

2008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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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于环境保护事业在我回起步的 1978 年，是我国成立

最早、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社团T.作的国家一级学会，也是我自环境科学最高学

术团体和目前规模最大的环保科技社团组织。学会成员主要由国内环境科研

和环境工程技术人员、环境教育以及环境管理工作者(统称环境科技工作者〉志

愿结合组成。现有会员 42000 余名。学会设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作为领导机

构，下设 7 个工作委员会、28 个分会及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各专业领域的活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跃学术

患想，椎动自主创新，促进环境学科发展 z组织开展同内外重大环境问题调查研

究，科学论证，为制定环境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规划计划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

支持;开展民间国际环境科技交流，建立和加强国际非政府间的友好往来与合

作 E开展设立的环境科学技术奖及其他奖项的评审，开展环境科学技术评价工

作，包括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论证和成果鉴定等工作 z进行环境科技咨询服

务，但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为企业的污染防治和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中介服

务;开震科普教育，特别是农村科普工作和青少年环境科技教育活动，普及环境

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z开展继续教育，提供环境保

护技术培训服务;编辑出接环境保护学术、科普书刊和论文专辑，目前主办的刊

物主要有《中国环境科学》、《环境与生活》、《中国花卉盆景》、《安全与环境学

报》、《环境工程》以及内部刊物《绿色财富》等;反映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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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诉求，维护其合法极益;开展表彰、奖励活动，举荐人才;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

术，传播科技产业信息，为会员和环境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承担

政府委托或转移给学会的职能及其他社会职能。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 30 年来，在仨述各方面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为挂动学科进步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等发

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还与众多同际组织、招关税构，以及外国政府环境保

护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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