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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年后,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土壤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目前在全

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本科生教育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 包括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在

内、学科方向齐全的完整的土壤科学高等教育体系 ,基本上满足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土壤科学专门

人才数量上的需求。面对粮食安全、人类健康以及日益突出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土壤科学教育应不断为满足

农业、农村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提供高质量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 土壤科学;教育; 本科生;研究生; 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G521 9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土壤科学的高等教育始于 1910年,经过近

百年来的学科建设和办学条件的完善, 许多农业高

等院校以及相关的科研院所已经形成了包括学士、

硕士和博士培养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累计为我国的

土壤学界培养了数万名本科学历以上的土壤科学

高级专门人才,是我国土壤科学教学、科研、推广和

管理等不同工作岗位的主要力量。

在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和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的今天,我国的土壤科学教育也不断面临着新

挑战, 迫切需要培养更多能够适应各种挑战的高质

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1 中国土壤科学教育历史的回顾

我国土壤科学普通高等教育的历史最早可追

溯至 20世纪初在高等院校设立的农艺化学门, 后来

逐渐发展为土壤肥料学、土壤与农业化学、土壤与

植物营养。

据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记载
[ 1]
, 1904年, 清政府

的 奏定大学堂章程  规定, 京师大学堂分 8科 46

门,其中农科大学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和兽医四

门。农艺化学门的主要课程包括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地质学、土壤学、肥料学、农艺化学实验、作物、

土地改良论、生理化学、发酵化学和化学原论等。

1910年农科大学的农艺化学门开始招生, 1913年

17名学生毕业。 1923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农

艺化学系,是当时国内高校仅有的农艺化学系, 由

中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先驱周建侯教授任主任。 1927

年农艺化学系更名为农业化学系。此后, 全国陆续

成立了农业化学系的院校有: 金陵大学农学院

( 1930年 )、中央大学农学院 ( 1932年 )、浙江大学农

学院 ( 1939年 )和西北农学院 ( 1939年 )。国立北京

农业大学的农艺化学系成立之后,为中国培养了第

一批土壤与农业化学人才。其中代表性的土壤学

者有:侯光炯 ( 1928届 )、夏之骅 ( 1929届 )、熊毅

( 1932届 )、席承藩 ( 1939届 )等
[ 2]
。农业化学专业

学生的培养口径较宽, 实际上涵盖了土壤与肥料

学、生物化学、农用化学药剂和食品化学等学科。

此外,个别农学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后来从事土壤肥

料工作的,如 1918年毕业的彭家元和 1930年入学

的高惠民等
[ 2 ]
。1930年在前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

土壤调查室,成为我国早期培养土壤科学人才的基

地之一。我国老一辈的一些知名土壤科学家, 均在

这里从事土壤调查、研究工作, 为以后建立南京土

壤研究所奠定了人才基础
( 1)
。

1946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建立了以陈华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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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任的我国第一个土壤肥料学系, 一年后由李连

捷教授接任。据不完全统计,直至 1949年新中国成

立前, 我国共培养土壤科学本科人才约 200人, 尽管

人数不多,但为新中国土壤科学的创建发展奠定了

人才基础。解放后的 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清

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

业大学后,仍保留土壤肥料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

时改称土壤与农业化学系
[ 1]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经历了 1952年

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土壤科学本科教育得到进

一步发展,全国建立土壤与农业化学系的其他院校

有:南京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华中农学院、西南农

学院、西北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 1956年, 浙江农

业大学重建了土壤与农业化学系。 1955年后, 河北

农业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和福建

农学院先后在农学系内成立了土壤农业化学专业。

至 1959年, 我国共建立 12个土壤农化系或专业。

1952~ 1959年全国 12个土壤农化系或专业共培养

本专业本专科生 5 436人, 平均每年培养 679人
( 2)
。

( 2 ) 毛达如, 曹一平, 王敬国, 等. 20世纪中国土壤科学教育的回顾和展望. 中国土壤学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论文集, 南京. 1999

随后,在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推动下,

社会对土壤与农业化学科技人才需求量急增,在全

国有条件的 13所农业大学或农学院中, 又新建了

13个土壤农业化学系或专业,扩大了土壤科学人才

的培养,这些学校有: 山西农学院、东北农学院、吉

林农业大学、山东农学院、安徽农学院、江西农学

院、河南农学院、湖南农学院、广西农学院、四川农

学院、贵州农学院、青海农牧学院、昆明农林学院

等。20世纪 5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土壤科学教育的

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全国共设立 25个土壤与农业化

学系或专业,仅 1961~ 1962年两年的统计,共培养

出土壤科学本专科生 1 919人, 平均每年培养 960

人; 1965~ 1969年不完全统计共培养土壤科学本专

科生 4 800人,平均每年培养 960人
( 2)
。

1977年以后, 全国恢复重建了 20个土壤农业

化学系或专业, 这些学校有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

学院、西北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西南农学院、华

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山东农学院、

山西农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安徽农学院、江西农学

院、河南农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苏农学院、四川农

学院、福建农学院、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农学院等。

至 20世纪 80年代初又恢复和重建了广西、云南、贵

州、甘肃 4个农学院 (农业大学 )的土壤农业化学系

和专业。至 1986年, 全国有 24个土壤农业化学系

或专业,因此 20世纪 80~ 9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土壤

科学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据统计 1978~

1993年共培养土壤科学本专科生 12 689人,平均每

年培养 804人。从 1952~ 1998年, 我国总计培养土

壤科学本专科生 28 864人。其间,部分院校将土壤农

业化学专业更名为土壤与植物营养学专业。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新式教育起步,研究生教

育规模很小。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有 232人

获得硕士学位
[ 3]
。土壤科学研究生教育始于 20世纪

30年代中期, 1935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开始设立土

壤学部并招收土壤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前

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硕士研究生的机构,陆发熹教授

1938年获得土壤学硕士学位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校

史资料 )。我国土壤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在 50年代初

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直至文革前, 据估计十几年

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在 200人左右
( 2)
,远远低于目前每

年毕业研究生的数量。而且, 与其他学科一样,只有

不授予学位、相当于现在硕士水平的毕业生, 而没有

博士阶段学习的学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

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数量不足百人。

博士研究生教育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国家

实行学位制度之后。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 1981年国务院批准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 同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硕士、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首批学位授权单位中, 土壤学博士学位授

权点 6个, 博士生导师 9人。其中, 农学门类农学学

科下的 4个土壤学专业博士点及博士生导师分别

为:北京农业大学李连捷教授, 沈阳农学院陈恩凤

教授,西南农学院侯光炯教授, 浙江农业大学朱祖

祥教授;理学门类生物学学科下 2个土壤学专业点

及博士生导师分别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南京土

壤研究所熊毅、李庆逵和席承藩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生物学部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宋达泉研究员。

土壤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9个 (另有南京农学

院、华南农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成都生物研

究所 )。首批作物营养与施肥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

各 2个:南京农学院史瑞和教授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张乃凤研究员,硕士点 5个 (另有北京农业大学、沈

阳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 ) ,均设在农学门类农学学

科下。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农学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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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学专业可授予农学或理学学位。 1990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

土壤学和作物营养与施肥两个学科全部划归为农

学门类,其中土壤学可授理学或农学学位, 作物营

养与施肥只授农学学位。

20世纪 90年代至 21世纪初是我国研究生教

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据 中国教育年鉴  , 1990年全

国农学学科门类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总数

为 1 199人,至 2005年则发展到 13 964人, 15年增

加了 13倍。农业资源利用学科作为农学门类的 8

个一级学科之一,其招收的研究生比例大体在农学

学科门类招生人数的 1 /8左右。

2 土壤科学本科生教育的现状

1998年,国家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 按照宽口径培养本科生的原则, 高

等教育本科专业的数量大为减少。根据调整后本

科生专业目录,农林科设有 !农业资源与环境 ∀本科

专业 (代码为 090403) ,隶属于环境生态类。按照最

初的设计,该专业应合并原农科的土壤与农业化学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农业环境保护、渔业资源与

渔政管理以及理科的农业气象专业的全部或部分。

然而, 在实际套改过程中各农业院校基本上是在原

土壤与农业化学专业的基础上组建农业资源与环

境专业。而原农业环境保护专业大多套改为环境

工程或环境科学专业, 农业气象学套改为应用气象

学专业。同时,水产院校组建了以渔业生物资源与

海洋环境为主要方向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个别

院校还设立了土地规划与管理方向。 2002年, 浙江

大学首先将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更名为资源环境

科学专业 ( 2007年起, 该校农学门类的农业资源与

环境专业恢复招生 ), 在理科门类招生。随后中国

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但仍保留农业资源与环

境专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等院

校先后更改了专业名称。这些学校的专业名称虽

然改了,但内涵与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相比变化不

大,只是在理科门类招生后,生源质量显著提高。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自 1999年开始在专业套

改后的各院校招生。 2000年以来, 开设农业资源与

环境专业的高校数量增加很快。根据 中国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 [ 4]
,全国共有 49所院校

设有该专业,其中包括 4所水产类院校,以及 7所其

他院校和 2所农业院校所属的独立学院。加上在

2007年恢复设置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浙江大学,

目前的总数应为 50所 (见表 1)。此外加上设有资

源环境科学的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

吉林农业大学,总数应为 53所, 其中农林院校有 42

所 (不包括普通高校所属的独立学院 )。

按照公布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专业规范,

其业务培养要求是: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农业资源

的管理及利用、农业环境保护、农业生态、资源信息

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农业资源

调查与规划、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与施肥技术、环

境监测与评价、生态效益分析、气象观测、计算机技

术等方面的基本训练, 具有农业资源高效和可持续

利用、对农业资源和环境进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

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包

括: ( 1)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

识; ( 2)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

( 3)掌握农业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农业环境保护、土

壤改良、生态农业建设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 4)掌握

农业资源调查、环境质量评价、化学及现代仪器分

析、植物营养的研究方法、科学施肥与科学灌溉、农

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土地规划与制图、资源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方法与技术; ( 5)具备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 了解资源与环境的科学前沿

及发展趋势; ( 6)熟悉资源管理与利用、环境保护的

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主干课程为: 土壤学、

植物营养学、土地资源学、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农

业环境学、农业气象学、生态学、水土保持学。主要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

计、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科研训练、生产劳动、社

会实践等,一般安排 25~ 30周。

从 1999年开始执行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教学

计划,加强了通用基础段的教学,在专业基础和专业

课教学阶段,增加了土地资源、水资源、资源环境信息

技术、资源环境分析技术以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方

面的课程,并设置了主干课程和选修课程两部分。目

前,本专业的教学改革仍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尽管各

个学校根据区域特点在课程设置上有所侧重,但大多

数院校仍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课程为主。这也是从

我国国情出发的必然选择,因为,在保证粮食安全的

前提下,兼顾资源与环境方面的问题, 将是我国农业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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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立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录

Table 1 A lis t of co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that have Agricu lturalResou rces and Environm en tal SciencesM ajor

专业目录调整前设有土壤

农业化学专业的高校 1)

U n ivers ities that d id

have S oil Science and

A grochem istry m ajor

before

其他农业高校 (含合并

了农业院校的综合性

高校 )

O th er agricu ltural

univers ities /colleges

水产类高校

F isheries un ivers ities /

colleges

其他

Other types of

un iversit ies / colleges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南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广西大学

贵州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北京农学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安徽科技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

长江大学

海南大学

西藏大学

青海大学

宁夏大学

塔里木大学

石河子大学

大连水产学院

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黑龙江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浙江林学院

西南林学院

玉溪师范学院

陇东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沈阳农业大学科技学院

1)其中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只设有资源环境科学专业,理科门类招生 Th e ma jor in Ch in a Agricu ltu ralUn iver

s ity, N orthW estA& F Un iversity, and J ilin Agricu ltu ralUn ivers ity is nam ed Resources and Env ironmental Sciences, in the category of natural scien ce

按照新的专业目录招生的 1999年,也是国家要

求普通高等学校实行扩招的第一年。根据 中国教

育年鉴  [ 5 ]
, 1998年全国农学本、专科招生总数为

38 325人, 1999年全国农学仅本科生招生总数就达

35 834人,本、专科生总数为 52 251人,增加 36%。

此后, 虽然农业院校的招生人数在增加, 但农学本

科招收人数基本稳定, 2006年全国为 36 740人。根

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各学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

年招生人数在 30~ 90人之间,多数学校在 60人左

右。由此估计,全国年招生总规模在 3 000人左右,

其中农业院校招生的人数在 2 500人左右。农业资

源与环境专业的招生人数约占农学门类招生人数

的 1 /15。

全国部分院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毕业生就

业情况统计表明,自 2003年本专业第一批毕业生开

始计算,几年来总就业率为 82%。其中具体去向依

次为:考取研究生 ( 26% )、农业推广机构 ( 16% )、公

务员及其他事业单位 ( 15% )、企业 ( 14% )、教学与

科研单位 ( 4% )、自主就业 ( 6% )、出国 (不足 1% )。

就业去向中, 毕业生考研所占比例最高, 但各学校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其中重点农业高校的本科

毕业生考研的数量一般占 1 /3以上,少数院校甚至

接近 1 /2。这些研究生毕业后, 相当一部分选择省

级以上科研机构或院校工作。而地方院校毕业生

在基层农业推广机构就业的比例较高, 有的达到

30%以上。近年来在企业就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选择自主就业的人数也在增加。

农业推广部门如地区 (市 )、县级土壤肥料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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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机构是目前本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主要

单位, 这也与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大规模测土配方施

肥工作有关。然而, 由于不少地方财政困难、工资

待遇不高等原因,影响了毕业生特别是重点院校的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各类肥料企业是毕业生就业

的另一个重要单位。除农业部门外, 农业资源与环

境专业的毕业生还在土地、环保等部门的事业单位

就业, 但比例较低。

实行新的招生目录以来本科生培养的实践表

明,我国 10年前在进行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立农业资

源与环境专业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它适应了国际

上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解决我

国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

宽口径、大视野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 由于我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所限,加上人们对资源与环

境问题的认识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存在, 农业资

源与环境本科生专业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 1) 招生规模过大, 就业有一定困难。目前本

专业全国的招生人数是文革前最高水平的 3倍多,

而就业渠道虽有增加, 但不足以消纳全部毕业生。

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为农业生产服务仍然是目前

农业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 而环境和资源管

理部门吸纳的学生数量十分有限, 因而总体上看农

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招生人数已超出了社会需求;

二是我国基层农业推广体系需要较多的专业人才,

然而, 由于不少省市的地区 (市 )或县以下的农业推

广机构实行自负盈亏的运行体制, 政府拨款不足导

致经费困难和人员不稳定。此外, 基层事业单位安

排非专业人员、毕业生不愿下基层也是其中原因。

( 3 ) 教育部网站 http: / /www m oe edu. cn

( 2) 师资和办学条件不能完全适应本专业人才

培养的需要。目前,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人才培

养仍然处于从土壤与农业化学专业向农业资源与

环境专业过渡的阶段, 许多院校的教学条件和师资

力量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特别是新开办本专业的

学校。

( 3) 需要解决专业覆盖面宽与办学特色的矛

盾。资源与环境是一个大口袋, 内涵十分丰富。要

每一个学生掌握本专业涵盖的全部内容既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 因而需要从基础课开始, 就要在不同

的专业方向上对课程应有所侧重。而且, 地方院校

需要完善适应本地区人才需要的培养方案, 办出自

己的特色。

( 4) 实践教学和专业技能培养亟待加强。由于

多年来本科生的教育事业费没有增加,而物价上涨

和工资提高的幅度很大, 因而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

压缩较大,加上招生人数增加、实验教学条件有限。

由此导致除少数学校外, 本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

和动手能力普遍下降。

此外, 1999年在政府推动下的高校大量扩招对

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全民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

时也促进了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

教育的转变。 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

3 4% , 1998年为 9 8%, 而到 2002年, 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已经超过 15%这一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分界线
[ 6]
。以后这一

比例继续快速提高, 2006年,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已达 22%
( 3)
,在 2007年达到了 23%

[ 7]
。这意味着

目前 18~ 22岁年龄段中近 1 /4可以享受高等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农科类专业招生数量增加的比

例显著小于高校扩大招生的比例,然而扩招对生源

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加上高校扩招后办

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建设没有相应跟上, 毕业生的

质量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专业

技能的培养受到的影响最大。据谢安邦等
[ 8 ]
的调

查,由于扩招, 教学条件不能满足教师和学生的教

学需要,全国范围内本科生培养的质量下降, 特别

是实验类课程的开出率降低。而且,从土壤科学各

研究生招收单位反映的情况来看,学生动手能力的

下降具有普遍性。

3 土壤科学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根据 1997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公布的修订的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

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在农学学科门类下设

立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含土壤学 (代码 090301)

和植物营养学 (代码 090302)两个二级学科。 1998

年统计时,全国土壤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22个, 博士

学位授权点 8个; 植物营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18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7个。至 2005年, 在第十次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完成之后, 全国取得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有 12个, 二级学科学位授

权点 4个 (河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内蒙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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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 ), 全部为土壤学。具有一

级学科学位授权的, 可授予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

学位, 也可分别授予土壤学或植物营养学以及自主

设立并经备案的其他二级学科学位。全国取得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 30个,取得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的单位 73个, 其中土壤学 36个, 植

物营养学 37个 (表 2)。值得注意的是,非涉农院校

也在招收土壤学或植物营养学的硕士研究生, 如河

海大学的土壤学, 山西大学和中南大学的植物营

养学。

表 2 全国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名录 1)

Table 2 A list of in stitu t ions au thorized to awardM Sc and /or PhD degrees in Soil Sc ience and P lan tNu trition

土壤学 Soil Science 植物营养学 P lan tNu trition

博士点 PhD 硕士点 2) MSc 博士点 PhD 硕士点 2) MSc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包括南京

土壤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 )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浙江林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海南大学

广西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贵州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南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南京土壤

研究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海南大学

广西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贵州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宁夏大学

扬州大学

石河子大学

1 )资料来源: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 h ttp: / / yz ch si com cn ) Data cited from the Ch in ese Post gradu ate adm iss ion w eb: http: / /

yz chs i com cn; 2 )不包括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单位 Th e inst itut ion s au thorized to aw ard PhD degre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olumn

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给予学位授权单位的一

级学科学位授权,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沈

阳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先后取得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在一

级学科下先后自主设立了一批二级学科, 其中包括

中国农业大学的土地利用与信息技术、资源环境生

物技术 ( 2002年 )、气候资源与减灾、生物质工程

( 2005年 ), 沈阳农业大学的土地利用与信息技术、

农业环境与生态、水资源与农业节水 ( 2002年 ) , 浙

江大学的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水资源利用与保

护、环境修复与资源再生 ( 2002年 ) , 华中农业大学

的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 2002年 ),西南大学的农业环

境保护 ( 2002年 )、肥料学 ( 2005年 )、土地资源学

( 2006年 )、资源纤维学 ( 2007年 )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的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土地资源与空间信

息技术 ( 2002年 )、资源环境生物学 ( 2005年 ), 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资源环境与遥感信息、环境污染

过程与生态修复 ( 2004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农业

水资源利用、农业区域发展、农业遥感、草地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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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保护 ( 2004年 ), 山东农业大学的土地资源利用

( 2006年 ), 湖南农业大学的土地资源利用与信息技

术、农业环境科学与工程 ( 2006年 )
( 4)
。尽管各学位

授权单位在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

许多二级学科,然而由于国家重点学科评价体系的

制约作用,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两个二级学科仍是

本一级学科的重点并占有绝对多数。

( 4 )胡承孝. 在第三次全国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发展研讨会发言. 南昌. 2007

2000年国家进行了学科评估和重点学科评审,

全国的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下有 5个重点学科,

其中土壤学 3个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 , 植物营养学 2个 (中国农业大

学、浙江大学 )。 2007年第二次学科评估和重点学

科评审后,增加了农业资源利用一级重点学科 3个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 ), 土壤学

二级学科 2个 (沈阳农业大学、浙江大学 ), 植物营

养学二级学科 1个 (南京农业大学 )。这样, 二级重

点学科的数量增加到 8个。

1999年开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进入高速发

展期, 根据 中国教育年鉴  
[ 7]
和教育部网站资

料
( 3)
, 1999年至 2004年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生数

量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24%和 30%。 2005年后

国家对研究生教育采取了稳定发展的政策, 特别是

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增量很小。 2005 ~ 2006年

博士和硕士招生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降至 2 5%和

12%。农学学科门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收所占

比例多年来比较稳定, 分别占全国相应招生数的

4 1%和 3 6%左右, 2006年全国农学学科门类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招收人数分别为 2 289人和 12 552

人,其中科研机构招收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数量

分别为 205人和 424人。由于考虑到农学学科门类

有 8个一级学科,农业资源利用学科处于中间规模,

因此按 1 /8比例计算, 全国农业资源利用学科近

3~ 4年来每年研究生总招生规模在 1 500~ 1 60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50多人, 硕士研究生 1 300多

人。硕士研究生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其中重点普通

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比例较高, 接近

1#2,而全国平均水平约为 1#5。研究机构招收的研究

生数量虽少,但博士研究生比例较高,也在 1#2左右。
2000年,我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开始招

生,最初设有种植、养殖、林业、渔业 4个领域。2005

年 1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

二届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以相应的一级学科

对应设置领域,将原种植领域调整为作物、植保、园

艺和农业资源利用 4个新的领域。 2005年起, 农业

资源利用作为独立的领域开始招生。目前, 在全国

共计 55个农业推广硕士招生资格单位中, 计有 31

个农业资源利用领域招生资格单位。 2005年和

2006年, 均有 29个单位招收农业资源利用领域专

业学位研究生, 总计招生 708名。该领域研究生教

育的培养目标是: 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

广,农村发展, 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 4)
。

30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 土壤科学的研究生

教育开始恢复。 30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增长很快, 层次和质量有明

显提高,已基本上满足了社会对更高层次专门人才

的需要。研究生是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研究工作

中的主力军, 对学校建设、学科发展和科研成果的

取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总体上来看研究生培养制度和模式相对

单一,强调理论创建和发表论文, 应用型人才培养

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研究生教

育精品意识淡薄, 创新动力缺乏, 优秀博士论文的

数量很少。此外, 还存在着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限

制等问题。研究生就业近一二年来也成为一个问

题,而且已经对研究生招生产生影响。

4 土壤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土壤科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数量上

已基本满足了当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我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 已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国家已经开始控制研究生增长速度,硕士的增长率

将维持在 6%左右, 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将低于

2%
[ 9]
。土壤科学研究生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

2005年 1月,教育部印发了 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

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进一步提高

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要求在研究生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教学改革、学术活动节、素质教育、实践能

力培养、培养机制改革、招考制度改革、科技创新、

优秀人才或优秀论文资助、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研

究生开放实验室建设、研究生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国际联合培养、信息管理现代化建设、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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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 由此形成了多层次、多

类型、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创新活动。研究生教育

创新计划,特别是培养机制的改革于 2005年开始在

部分院校试点, 2008年已经扩大到所有设立研究生

院的高校, 并将迅速推广到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

我国土壤科学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专业教育,

要更多地面向实践和区域性问题, 或作为博士研究

生教育的前期阶段进行培养。而博士研究生教育

则在控制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学术水平与国际接轨。

本科生的就业情况表明,本专业的招生规模也

需要控制。目前毕业生的就业率虽然超过 80% ,但

由于许多新设立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院校从

2004年以后才开始招生, 今后几年随着毕业生人数

的大幅度增加, 就业压力将会增大。在国家对农业

推广体系没有进行改革, 没有真正实现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的公益化以及在农业资源管理和农村环境

保护事业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 农业资源与环

境本科专业的招生规模和专业布点应当适当控制。

因此, 土壤科学教育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重点

将由重视数量的增加, 转向培养出不断适应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土壤科学专门人才。

为此,我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 首先应当进

一步拓宽视野, 尽快实现从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

到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转变。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际农业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经济与社

会发展,也在进行改革。欧美国家农业高等教育的专

业设置和教学计划从强调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中心, 逐

步转移到以关注环境与生态问题为重点,而为农业生

产服务已经放到了比较次要的位置。至 20世纪 90

年代,欧美国家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是更名, 从校名到系和专

业名称。美国历来不设独立的农业院校, 尽管美国

的增地大学建校初期均是以农业和农业工程为主

的,但后来很快逐渐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在这些

院校里,通常设有农学院。后来农学院改为农业与

生命科学学院或自然 (土地 )与食物资源学院等。

在农学院中土壤学独立设系或在农学系里设置土

壤学专业。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许多美国综合性

院校的农学系, 更名为植物或作物与土壤科学系、

土壤与作物科学系、作物 - 土壤与环境科学系

等
[ 10]

,从而减少了农学的色彩。土壤学系改为土

壤 -水与环境科学系、土地 - 大气 -水资源系、自

然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土壤与环境科学系等; 同时,

与土壤学有关的专业改为资源专业、资源管理专业

等。目前美国只有威斯康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

学两所学校还保留了土壤学系的名称。

德国、荷兰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

既有独立的高等农业院校如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和

荷兰的瓦格宁根农业大学, 也有在综合性大学里设

有农学院的。欧洲国家农业大学改校名较多, 如奥

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于 2002年更名为自然资源与

应用生命科学大学 ( Un 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Applied L ife Sc ience, V ienna) ;挪威农业大学于

2004年更名为挪威生命科学大学 ( Norw eg ian Un i

versity o f L ife Science) ,但按照其挪威语 ! Universitet
forM ilj og B iov itenskap∀直译,则变成了挪威环境与

生命科学大学; 瓦格宁根农业大学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末期就更名为瓦格宁根大学 (W agen ingen Uni

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re)。这些学校的土壤学系,

许多与其他学科合并组建了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目

前,还有部分欧洲院校保留了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系

的名称,如德国的部分院校,但其招生数量急剧下降,

而且其研究工作也向资源与环境方向倾斜。

日本的农业教育多集中在综合性大学, 而且过

去一般在本科生教育阶段不设独立的土壤学专业。

近年来日本的高校开始设立资源与环境专业, 如东

京大学农学部设立的环境资源科学专业等。

尽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的农业部门和与农

业生产资料生产有关的企业仍将是本专业毕业生就

业的主要去向。今后, 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特

别是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毕业生到环境保护部门和与

环境保护有关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会上升。

与欧美国家不同,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在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提高农产品的单产、保证粮

棉油的基本自给,仍然是一个重要且必然的战略选

择。因而,为农业生产服务也必然是本科专业学生

培养的主要目标。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土壤学

和植物营养学仍将是本专业的核心学科。现阶段

在本科生人才培养的结构方面, 仍以培养土壤肥料

工作所需的职业型人才为主, 少数研究型大学可以

侧重于培养从事农业资源管理、利用与农业环境保

护的研究型人才。当然,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人才,

均需要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资源与

环境的大背景下考虑所从事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从

资源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

展角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注重培养学生

的资源、环境与生态意识十分必要。

本科生教育是通识教育, !厚基础、宽口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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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培养的原则。加强通用基础段的教学,可以

提高毕业生就业适应能力和科研工作的后劲。宽

口径培养是国际上的通用做法, 也是为了适应更广

范围的社会需求, 扩大就业。但是, 由于包括土壤

科学在内的资源与环境学科群的内涵十分丰富,对

基础科学的学科要求较广,而学时数和学生的精力

有限, 因而应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 有侧重地加强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

等基础科学的课程。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需要拓宽知识面, 但同时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

养,这既是提高学生适应能力的需要, 也是为毕业

生提供谋生的手段。从就业和解决农业生产和农

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实际问题出发, 需要加强实践教

学环节和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原土壤农业化学专

业本科生教育中,十分重视学生的土壤调查和土壤

农业化学分析两种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农业资源

与环境专业的本科生同样需要加强资源调查、分析

技术和资源与环境监测技术等专业技能的培养。

而且, 从资源和环境管理的需要出发, 学生还应具

备熟练应用信息管理技术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更

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服务的,其重点是要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应当注重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包括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研究生论文的工作往往是与导师的科研工作

密切联系的, 以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为主, 近年来

应用技术的开发也占有较大的比例。研究型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系统侧重于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

究,因为这类研究对科学发展和未来应用技术的开

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土壤科学基础理论的重

点是研究土壤过程或土壤 -植物过程及其与作物

生产力和生态环境效应的关系, 着重于揭示科学问

题,并为应用技术提供理论依据。但是, 近年来这

些单位,研究生在应用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工作的

比例也在增加。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将应

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 是社会

的要求,也应是我们的选择。鉴于两者的产出形式

不同, 因而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 也应当根据其

研究工作的性质,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提出相

应的培养要求和考核指标。

土壤、水和养分等资源的利用过程往往具有一

定的环境和生态效应, 不合理的利用往往产生环境

或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有局部的或者区域性的,如

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变化、景观破坏、土壤质量

下降、水环境问题等; 也有全球性的问题, 如气候变

化、臭氧层破坏、酸沉降、土地荒漠化等。在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 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宏观视野, 从而使

其认识到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在全球性或区域性资

源环境问题方面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所研究问题

的解决对整个问题解决起到多大的作用, 从而了解

所涉及问题在全局上的重要性。但解决问题, 需要

从微观方面入手, 通过对过程进行深入认识, 才能

最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问题的认识的程度,

一方面取决于其对基础理论掌握的程度, 另一方面

也取决于其知识面, 再者就是经验和判断能力。过

去中国本科或硕士毕业生到美国攻读学位, 许多需

要补基础课程, 或者出现知识面窄、动手能力差等

问题。要有创新性的成果, 研究生们需要加强基础

理论学习,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并注意知识积累。其

中,善于了解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是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

土壤科学的发展趋势如果将其简单化可分为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层面。实际上也存在着

一些过渡形式。例如, 土壤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物质的转化、迁移和循环过程, 只是尺度不同。对

生物参与的这些过程可以分别在分子、细胞、生物

个体、群体、群落水平上进行研究,综合性的田间研

究下则可以分别在土体、田间小区、田块、区域 (流

域 )和全国甚至全球水平进行研究。土壤科学的微

观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进一步创新, 但目前来

看,对分子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入

了解和掌握,对我们深入理解发生在各个界面上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无疑是非常需要的。宏观

研究将微观的土壤 -植物过程以及环境因素的影

响通过数学建模和空间信息技术进行尺度放大, 才

能够得出对宏观决策有用的结果。国外发表的论

文中,应用数学模型描述过程和基于空间信息技术

进行宏观研究和机理模拟非常普遍。在这种意义

上来说,加强数学基础和掌握空间信息技术也是许

多研究生必备的素质。总之, 加强基础、拓宽专业

对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必要的。对本科生而言,

毕业生动手能力培养和专业技能的提高也是亟待

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本科 -硕士 - 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中, 本科

生教育是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壤科学后备

人才的质量和素质, 决定了研究生的生源质量。目

前,许多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 对学生的培养应

当从本科生做起, 而且研究型大学已经将本科、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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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设计。但从全国总体上来看, 在高等教育实

现了大众化教育的今天, 如何更好地搞好本科生教

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研究生教育更多地是要提

高精品意识, 注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特别是博士

研究生的质量。

致 谢 2006~ 2007年, 中国土壤学会教育工作委员

会会同高等农业院校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联谊会、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农业资源利用学科组、教育部高

等学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分别在雅安、

郑州、福州和南昌连续召开了四次全国农业资源利用学科发展

研讨会, 2007年 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了全体会议,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上述

会议讨论的内容,本文作者对全体与会代表和有关人员、对会议

承办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江西农

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以及提供资料的其他院校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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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PRESENT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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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 ina has seen rapid developm ent of the soil science educat ion in the higher educat ion institu tions since

1978, especially in the 1990s Presently a complet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f ield of so il science has come into

shape, form ed of co lleges, univers 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 tions providing education in all related d isciplines to undergrad

uates, MSc and Ph D students, including cultivation of talents of academ ic and applied type The system is bas ically ad

equate to sat isfy the need o f the country for soil scient ists and profess ionals in national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 ent

H owever, w ith the nat ion faced w ith issues of gra in security and human health, and increas ing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so il sc ience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supply the nationw ith e lites of high quality to sat is fy its need in

m ainta ining susta inable developm e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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