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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现状与环境科学近期发展战略研究

周国群
南昌中节能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本文概述了当前环境资源的严峻现状，包括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系统退化及环境污染等。同时，还深入

探讨了环境科学的近期发展战略，包括环境科学发展的国际趋势、我国环境科学战略目标、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方

向、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举措等。这些战略旨在推动环境科学的进步，为改善环境资源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指导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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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规模的不断

扩大，环境资源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森林砍伐、

水资源过度开发、土地退化以及海洋污染等问题日益严

重，这些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更对生态系统

的平衡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面对这些严峻挑战，环

境科学作为研究环境问题、探索解决方案的关键学科，

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1 环境资源与环境科学近期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加速和人口规模的不断

膨胀，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和消耗已经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这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滥用，已经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与

发展，更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然

而，这种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滥用已经引发了诸多环境

问题，如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

的存在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环境资源与环境科学的近期发

展显得尤为必要。首先，环境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的物质基础。水、土壤、矿产等资源是工业、农业、交

通等领域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然而，随着资源的不断

消耗和短缺，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加强环境资

源的研究与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其次，环境科学的发展对于解决环境问题、

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科学通过深入研究

环境问题的根源和演变规律，为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了

科学依据。同时，环境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环保技术的

创新和应用，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1]。

此外，环境科学与环境资源的近期发展还对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通过加强环境科学研究和技术创

新，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全球性环境问题，保护地

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总之，环境资源与环境科学

的近期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加强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推动环境科学的

研究和创新，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2 环境资源现状分析

2.1  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无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大

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激增和工业化进程的飞

速发展，对各类自然资源的渴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其上的每一种资源都是亿万

年来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瑰宝，然而，在人类的贪婪和急

功近利面前，它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耗。想象

一下，那些曾经碧波荡漾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却因为过

度抽取地下水而面临干涸的危险。许多地区的地下水资

源已经被严重超采，不仅导致地面沉降，还使得水质严

重恶化，无法再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再看那广袤的森

林，它们曾是地球上最大的“氧吧”，为我们提供清新

的空气，维护生态平衡。然而，如今的大规模砍伐却使

得这片绿色宝库岌岌可危。森林的消失不仅意味着生物

多样性的减少，更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矿

产资源的过度开采也引发了严重的能源危机。随着传统

能源的日益枯竭，人类正面临着寻找新能源的紧迫任

务。然而，在寻找新能源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警惕过

度开采带来的环境问题。

2.2  生态系统破坏
生态系统破坏，无疑是当前最令人痛心疾首的环境

资源问题之一。森林滥伐、湿地消失、草原退化……这

些现象不仅表明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更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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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态系统在全球化工业化和人口压力下所承受的沉重

负担。每一个物种的消失，每一片生境的退化，都是对

我们共同家园的深深伤害。想象一下，那些曾经繁盛的

热带雨林，被无数的锯子和斧头一次次割破，绿色的生

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数珍稀的动植物，因

为失去了生存的家园，正濒临灭绝的边缘。大规模的森

林砍伐和土地开垦，不仅仅是对自然的破坏，更是对地

球生态平衡的严重冲击。再看看我们的城市，随着高楼

大厦的崛起，原本的绿地和湿地被一点点蚕食。过度开

发和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热岛效应，更是对地下

水资源的严重破坏。许多城市因为过度抽取地下水，导

致地面沉降，甚至出现了地下水枯竭的情况。而农业扩

张，也在不经意间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破坏。为了追求更

高的产量，农民们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不仅污染了

土壤和水源，还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许多原本健康

的农田，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变得贫瘠不堪，再

也无法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

2.3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严重和紧迫的环境

资源问题之一。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无

数的废弃物和污染物被无情地倾倒入我们的环境之中，

严重地污染了大气、水体、土壤等重要的环境介质。这

种污染不仅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对

生态系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让我们首先聚焦在水

体污染上。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无节制排放，使得许

多河流、湖泊和近海水域的水质急剧恶化。原本清澈见

底的河流现在变得浑浊不堪，充满了各种有害化学物质

和病原体。湖泊和水库的富营养化现象愈发严重，藻类

大量繁殖导致水质下降，许多水生生物因缺氧而死亡[2]。

近海水域的污染也不容忽视，油污、塑料垃圾等污染物

不断涌入，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大气污染同样

令人担忧。工业排放、交通尾气、农业活动等都是大气

污染的主要来源。这些污染物不仅导致了空气质量下

降，还引发了雾霾、酸雨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雾霾天气

频繁出现，不仅影响人们的出行和健康，还对农业生产

和植物生长造成负面影响。酸雨则会对建筑物、雕塑等

文化遗产造成腐蚀，破坏自然景观。

3 环境科学近期发展战略

3.1  环境科学发展的国际趋势
近年来，环境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愈发明

显。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各国逐渐认识到环境科

学研究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以推动其

快速发展。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资金上，更体现在政策

支持、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环

境科学研究正逐渐突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向跨学科、综

合性的方向发展。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与

环境科学的融合，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环境问题

的成因和影响，还能为解决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科学和

全面的依据。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

环境问题的加剧，使得国际合作在环境科学研究中的作

用愈发重要。各国纷纷加强环境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共同研究和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这种合作模式

不仅有助于分享经验和技术，还能促进各国之间的协同

发展和共同繁荣。环境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正

朝着更加多元化、综合性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趋

势不仅有助于推动环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能为全

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2  我国环境科学战略目标
我国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着眼于解决当前

的环境问题，更致力于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

展。提高环境科学研究的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实现科技

进步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手段，以更深入地理解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

我们也要鼓励创新思维，培养一支具备高度创新能力的

环境科学研究队伍。加强环境科学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

的应用，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至关重要。环境科学

研究成果应当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技术和方法，为政府的

环境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这不仅可以提高环

境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的效

率和效果。促进环境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也是实现环境

科学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需要加强环境科学教育

的普及和深入，提高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

度。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环境科学人才的培养，为环境

科学领域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强环境科学领域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对于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

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深入合作与交流，

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共同

应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国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

旨在推动科技进步、服务环境保护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我

国环境科学将为实现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大局作出重要贡献。

3.3  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
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不仅是对当前环境挑战的

回应，也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其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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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环境科学发展的基石。通过深入研究环境问

题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环境变化的机

制，为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这包括从

微观的分子生物学到宏观的地球系统科学，全方位地揭

示环境问题的内在逻辑。技术创新是推动环境科学发展

的关键。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环保技术和设备的研发

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发展高效、低耗、

环保的技术和设备，我们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环境污染，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政策研究在环境科学

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环境保护政策对于引导和规

范环境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强化政策研究，

我们可以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决

策支持，推动政策的落地实施。社会参与和公众教育是

环境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全

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可以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3]。同时，鼓励社会各方面的

参与，可以汇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环境科学

的发展。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应着重于加强基础研

究、推动技术创新、强化政策研究和加强社会参与和公

众教育。这些战略方向将共同为环境科学的发展提供明

确的指引和动力，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

的不断前进。

3.4  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举措
为实现环境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一系列具有针对

性的战略举措显得至关重要。加大对环境科学研究的投

入，不仅是为了增强研究实力，更是为了提升我国在

全球环境科学领域的竞争力。这要求我们在资金、设

备、人才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确保环境科学研究能够

持续、稳定地推进。加强环境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是长

远之计。通过优化教育体系，培养一批既具备扎实理论

知识又具备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环境科学人才，将为

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要求我们

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科研训练等方面做出改革和创

新。加强环境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应对全球

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通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接和合

作，我们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可以

展示我国在环境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提升国际影响

力。推动环保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与应用是实现环境科学

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环境污染，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强环

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确保环境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

实际效益的保障。只有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环境政

策，并确保其实施到位，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治理

的目标。这些战略举措将为环境科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确保我国环境科学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结语

总之，环境科学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扮演

更加核心的角色，它不仅将为我们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

策略和方法，更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目标的提出，环境科学将在减少

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此外，环境科学还将通过科普教育、国际合作

等途径，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共同构建美好的生态环

境。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环境科学的投入，促进其发

展，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运涛,王国强,王桥,张庆竹.我国生态环境大数据
发展现状与展望[J].中国工程科学,2022,24(05):56-62.

[2]岳大伟.环境资源现状与环境科学近期发展战略研
究[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2,3(12):171-173.

[3]崔楠.探析我国环境科学技术及产业化进展与发展
对策[J].农家参谋,2020(23):99+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