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简报》编写方案 

一、背景与缘由 

1. 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章程》第十四条之规

定，即“综合中心承担 CERN 监测数据的集成、管理和共享工作，

开展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资源、生态、环境演变趋势预测和重

大科学问题的综合研究工作，出版 CERN 系列研究成果，定期

发表全国重点地区和主要类型生态系统状况报告，为国民经济

建设中的相关重大问题的决策与规划提供资料和咨询。”因此，

CERN 综合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服务于决策的综合研究报告是义

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2. 在 2006 年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2001～2005 年）综合评估中，

评估专家在评估意见中建议 CERN 综合研究中心“针对国家的

战略需求，加强对 CERN 观测与研究的汇总，为国家及区域在

重大生态问题上的决策提出咨询建议。”可见，编写服务于决策

的咨询报告应列入 CERN 和综合研究中心的日程，并给予必要

的支持。 

3. 2001 年，孙鸿烈院士和陈宜瑜院士就在 CERN 第 9 次工作会议

上明确提出了“开展综合研究，提供决策支持”的任务，孙鸿烈

院士还强调，“CERN 建设之初，提出了五项任务，其中第四项

就是为地区和国家关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2003 年，陈宜瑜院士在 CERN 第 11 次工作会议上，针对

CERN 存在的不足，再次明确指出，“有影响的，特别是对政

府决策有影响的报告不多”。CERN 综合中心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3 年提出了编写综合报告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构

想未能付诸实施。 

二、宗旨与定位 

1. 《简报》的宗旨是：立足科学（Science-based），服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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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oriented），为地区或国家关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 《简报》的定位是：由 CERN 综合中心代表 CERN 不定期发布

的研究与决策咨询报告（非正式出版物），重点关注中国生态

系统监测、研究、评估、管理与政策进展。 

3. 《简报》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及时地反映 CERN 在

决策支持领域的成果与进展，更好地培育 CERN 的品牌，树立

CERN 的整体形象；二是可以填补国内在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

方面缺少系列咨询报告的空白，满足国家有关部门、国际组织

和研究人员等的需求。 

三、主要发送对象 

1. 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CERN 领导小组成员、CERN 科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CERN 科学委员会委员。 

2. 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国

家环保总局、农业部等有关局、处的负责人，《湿地公约》、《生

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履约机构的负责人。 

3. 在华国际组织与项目执行机构的官员、高校与有关科研院所的

研究人员。 

4. CERN 综合中心、分中心、台站、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与

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台站所在区域或《简报》涉及区域的地

方政府官员。 

5. 内参与新闻媒体，如《中科院信息》、《科学时报》、新华社内

参等。 

6. 其他索要该《简报》的官员、专家等。 

    部分优选或精心组织的报告，可以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向国务

院或国家部委正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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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组织方式 

该《简报》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三种，即： 

1. 自由投稿方式：CERN 台站或 CERN 机构的科学家，可以根据

其多年数据积累和研究成果，围绕一个综合性科学问题，撰写

反映我国某些生态系统状况或变化的科学报告。报告选题的选

择标准有三个，即：国家与区域需求、已有科学基础与积累、

可行且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2. 综合中心约稿方式：也可以根据需要，针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区域性生态系统管理问题等，在 CERN 层面，向有关科学家约

稿，必要时可采用项目合同的方式。 

3. 短期组织专家方式：针对国家在生态环境的重大需求、重大科

学问题、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等，由 CERN 领导小组办公室、科

学委员会秘书处或综合中心负责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

撰写针对性与实效性强的决策咨询报告。组稿的范围不限于

CERN 内部、也可以包括院资源环境领域的其他专家和院外行

业部门的台站人员等。 

五、主要特点 

1. 前瞻性。即能够跟踪国际生态科学前沿与生态环境研究项目的

最新进展，引导我国生态系统长期定位与联网研究的发展，引

导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与综合研究。 

2. 综合性。即内容涉及多学科、多部门或者多地区，注重学科交

叉，不站在一个部门或地区说话。 

3. 权威性。即数据来源自 CERN 单个台站或多个台站多年的数据

与成果积累，必要时，可采用院外其他行业部门生态站的数据

与成果。 

4. 实效性。即能够对国内外生态、资源与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做

出快速反应。 

5. 开放性。即该《简报》不是 CERN 综合中心的自留地，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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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 分中心与台站、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开放。 

六、风格设计 

1. 每份《简报》只刊登一篇报告，即“一事一谈”，每篇《简报》

的篇幅在 5,000~15,000 字。 

2. 该《简报》采用不定期方式印发。为保持该《简报》的高水准，

不成熟或不完善的《简报》不予印发。 

3. 该《简报》强调讲科学道理，但本身并不是科学论文。要言之

有物，通俗易懂，简洁明快，不拖泥带水。 

4. 该《简报》强调对国内外前沿的关注，可发布在研项目的政策

成果，但《简报》不刊登项目进展告或总结报告。 

七、质量控制 

1. 以综合中心的生态系统评估与管理研究团队为骨干队伍，负责

《简报》的约稿、印刷与发送等日常事务。 

2. 实行责任编辑负责制。每一期《简报》有一个责任编辑，负责

把关《简报》的质量和风格。 

3. 实行审阅制度。虽然《简报》的文责自负，但仍应对《简报》

实行严格的审阅。未经审阅的《简报》一概不印发。 

八、其他事宜 

1. 在 2007 年在中国科学院内、有关国家机关和国际组织形成一定

的影响力，部分水平较高的《简报》拟推荐到《中科院信息》、

新华社内参等。《简报》在印发 1 个月后，将在 CERN 网站上

发布。 

2. 《简报》早期的稿源主要以 CERN 综合中心为主（包括中国生

态大讲堂的内容），争取在 2007 年下半年以后，逐步增加 CERN

分中心与台站、国家野外台站等的稿件，使之成长为 CERN 在

生态系统管理与决策咨询成果的发布平台。 

（CERN 综合研究中心、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