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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当前遥感数据收费现状生拉硬拽地建立联系，却不能明

确说出二者具体的相关关系。

第二是理论上的问题。他们缺乏有效的判断标准。没

有认清什么是决定收费的根本原因，至使对当前遥感数据收

费现状的不合理性视而不见。

第三是事实上的问题。对方习惯在收费现状对遥感事

业限制的问题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回避来回避去也不能

解释为什么过去许多教学、科研工作者对遥感数据的需求一

直得不到很好满足？为什么大量成熟的遥感技术得不到推

广应用和业务化运行？

我方已从遥感数据收费及遥感事业的概念、性质、现状、

影响因素、影响效果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当前遥感数据的收费

现状如何限制了遥感事业的发展。下面我进一步总结我方

观点。

遥感事业的发展需要条件，离开了必要的条件，发展就

无从谈起。就像花儿的开放需要阳光雨露一样，我们的遥感

事业同样需要政府、社会、人才及遥感数据这些阳光雨露的

滋润。如果舍弃了这些阳光雨露，就算世界遥感已是“ 岁岁

年年人不同”，我国遥感事业也只能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啊！

遥感数据收费现状是遥感事业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却不是遥

感事业发展的全部条件。因此反过来，遥感事业发展了，我

们可以得出所有阳光雨露都存在的结论吗？

遥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告诉我们，只有收费现状合理

了，对遥感事业发展的影响才能为正。古人曰：“试玉要烧三

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经过 "# 多年的检验和发展，我们

发现当前遥感数据收费现状仍存在法规不健全、对不同用户

没有实行差别定价、价格偏高、共享服务质量不高及航空遥

感数据没有多次分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收费现状

称得上合理吗？对遥感事业的促进作用又何从谈起？“ 促进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青天曰：“正如一个人穿了一双不合

脚的鞋跑步一样，那不是促进，是限制。”

随着遥感事业的发展，遥感数据收费现状的不合理性对

遥感事业的限制作用日益明显。由于缺乏统一的遥感数据

收费法规，各种遥感数据接收站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造成

资源浪费。例如，截止到 "##! 年底，我国共建 $%&’( 接收站

!# 多个，累计建站费用 ) )"* 万元；另外我们的数据价格没

有按用户对象分类，造成科研、教育用户因经费不足买不起

数据而“无米下炊”；即使对于生产部门来讲，目前的价格也

仍然偏高，使得成熟技术难以推广应用和业务化运行，更不

要说形成产业化链条；航空数据因没有多次分发机制造成数

据获取不易且成本较高；对国内公益性用途的数据来讲，共

享或许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这也让遥感工作者们对“ 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喜人局面充满期待。然而，

共享服务质量和交换方式的不尽如人意，却让遥感数据这只

王谢堂前燕，依然不能顺利地飞入遥感工作者的寻常百姓

家。

遥感数据收费的不合理性已从多方面限制了我国遥感

教育、硬件、软件、应用事业及产业链的发展，使各方面不能

相互促进并形成良性循环。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遥感

工作者们已经逐渐看清了此问题，并正在积极地寻找解决途

径。例如，$%&’( 气象数据的免费共享，我国科学数据共享

平台的搭建等都很好地预示了这一趋势。由此，我们有理由

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下，我们一定能制定出合理的

遥感数据收费政策，改善我国遥感数据收费的不合理现状，

使广大遥感工作者获取遥感数据更为方便快捷，变限制为促

进，由此推动我们的遥感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辩题 "：遥感技术能（不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正方：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姚一静，苏晓霞，王莉，梁欣廉）

（反方：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李兴，王姣，王磊，卫征）

正方一辩辩词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工具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更

先进，更强大，更方便的工具终究能取代旧有工具。因此，今

天我方所持观点是：遥感技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让我们明晰几个概念：

“遥感技术”指与被测物体不直接接触情况下分析、判

定、量测物体性质的技术；“ 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指利用常规

观测工具，对地球表面物体及其性质进行观测的技术。而何

为“取代”呢？《 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 取代”即排除别

人或别的事物占有其位置，今天我们谈取代，是地位上的取

代，只要遥感技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主要地位，成为

对地观测的主流方式，那么遥感技术就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

技术。取代不是消灭，不是毫不相容，不是让遥感技术代替一

切，而是令遥感技术成为对地观测的主体，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作为其辅助成分而存在。

诚然，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江山待

有才人出，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时代，谁能更好地满足时

代需求，谁有更大的优势，那谁才有更强的生命力。

首先从技术优势看，遥感技术有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无法

比拟的优越性。

第一，大面积、大范围观测方面：地表常规观测技术只能

对地表某些离散点进行观测，而遥感技术可用于大范围观测，

每张 ,-./0-1 图像可覆盖约 ! 万 23" 的范围，相当于我国海南

岛的面积。

第二，时效性方面：遥感技术速度快、周期短，(45$ 可在

66 天中对北纬 7#8和南纬 978之间 6: 6"7 亿 23" 的广大地区

进行观测，面对这样的数据，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恐怕只能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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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畏了。

第三，信息多样性方面，主要表现在：

其一，遥感具有多尺度的优势，其空间分辨率可覆盖从千

米级到厘米级的范围。

其二，遥感技术受地面条件限制少，其资料可覆盖全球，

对于困难地区的资料获取工作有着无与伦比的绝对优势。

其三，遥感技术不仅能获取地表信息，而且可以获取从浅

水、低空直至太空的多层面信息。

其次，从时代需求方面来谈，没有需求的技术是没有生命

力的。遥感技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因其能更好地满

足时代需求。"% 世纪，数字地球和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国家必

须考虑的关键问题，而其对空间信息需求的宏观性、动态性、

现势性、多样性地表常规观测技术却望尘莫及，只能由遥感满

足。实践证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地球的实施完全依赖于遥

感技术的有力保障。

最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都需要一个过程。诚然，遥感技术还存有不足，但随着

科技的发展，遥感数据获取会向多平台：多传感器、多角度、

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及高时相分辨率的方向发展，全

定量化遥感方法也将走向实用，数据处理将更趋自动化和智

能化。日趋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告诉我们，以地表常规观测技

术作为信息获取主流方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遥感技

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历史的必然。

综上所述，面对这样的真知灼见，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地

表常规观测技术承载不了我们的梦想，落后的工具使我们无

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大鹏一日逢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遥感

技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时代的大趋势，让我们对遥

感的未来充满希望吧！

正方四辩辩词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两项

技术———“遥感”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一个行为———“ 取

代”和一个判断“能”。

研究问题首先要确立一个适当的视角，也就是问题的切

入点。我们不否认“ 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曾经的历史地位和

正在发挥的某些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对方所持观点。

毕竟，这些看法是建立在对“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某个功能或

某项应用的片面强调之上。研究问题，岂能“ 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

我方认为，考察两项技术相互关系，应注意一个基本事

实，即“遥感”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

势。“遥感技术”迅速成长为人类探索自身生存环境的主要

手段。而“地表常规观测技术”已失去其独立数据获取手段

的地位，仅作为为“遥感技术”提供检验与补充数据的一种技

术手段而存在。

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例，运用地表常规技术，人们

进行了长期观测并收集了大量数据，却无力开展有效研究。

相比之下，随着“ 遥感”技术投入使用，研究面貌顿时焕然一

新：不仅得到物理气候系统和生物地区化学气候系统的现状、

演变及其相互作用的所有资料，还可以几十年和几百年为时

间尺度进行全球变化研究。这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从基本状态上讲，“ 遥感技术”在大多数应用领域

都成为对地观测的主要手段，在其中某些领域已完全取代

“地表常规观测”，如全球测图和火灾检测等；从发展上讲，

“遥感”的发展趋势更加迅猛。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考告诉我

们，不同发展态势的直接结果是引起相互关系发生改变。

第二，我方认为“取代”的实质在于地位变化。

“取代”不是功能上的代替，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而是

“获取其地位并占有之”。

一项技术的地位由三方面决定：承担任务、任务的重要

性，以及与其它技术间的关系。因此，判断一项技术处于主导

地位的根本标志不在于是否具有某些功能、能否完成某些任

务，而在于这种技术是否更重要。

具体到所讨论的问题：“遥感技术”的巨大价值和发展潜

力勿庸置疑。相比之下，“地表常规观测技术”则显得老态龙

钟，精度 & 效率难以兼顾、观测需在现场进行等问题更是从根

本上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各国政府才不惜重金，竭力争夺

“遥感技术”制高点的现实正表现出人们对两种技术地位不

同的基本判断。

因此，即使“地表常规观测技术”仍长期存在，也不能改

变被“遥感技术”取代的结果。片面夸大延续、共存关系，忽

略地位上改变的现实，就不可能全面把握“取代”的含义。

第三，我方认为，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能”这一判断。

“能”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不断面临挑战、不断创新，

并最终实现的过程。回顾科技发展史，任何一种新技术的产

生、完善和普遍应用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并非一蹴

而就。

从诞生之日起，“遥感”技术走过了一条不断创造奇迹的

成长道路。今天，“遥感”技术能够完成从地形图绘制到海陆

温度反演等一系列定量分析任务，能够取代“ 地表常规观测

技术”在这些领域曾经拥有的统治地位。明天，随着技术水

平的不断进步，很多传统上只能由“地表常规技术”进行的观

测也可由遥感技术完成，并且可以做的更精、更快、更加有效。

以植被冠层结构重建为例，机载激光雷达技术的发展不仅使

快速反演林区冠层结构不仅可能，而且会更加经济、便捷。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

的。“遥感”作为一门综合技术，其发展过程必然受到计算

机、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制约或限制。因此，片面的将

“能”理解成：在不远的将来，全面具有地表常规观测功能、占

有其地位是不够客观、不够科学的。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一代

甚至数代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在刚才的辩论中，对方辩友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却没

能意识到遥感技术发展的动力、道路和方向，也没勇气跳出传

统观念设在头脑中的条条框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超越狭小范围，摆脱主观成见才能认识到事物

的真相与全貌。“遥感技术”终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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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一辩辩词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对方辩友及各位专家探讨遥感技

术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关系。对方一辩期望遥感技术能取

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却往往不尽

如人意。对方一辩的观点中有几处明显有失偏颇：!对方片

面理解取代的含义。取代不是部分取代，不是将来取代。"
对方偷换了“ 能”的概念，能，不是可能，而是一种能力，是能

够，可以。#对方辩友厚此薄彼，认为遥感技术动态发展，却

把地表常规观测技术默认为停滞不前。

根据辞海，取代的含义是“ 推翻他人或排斥同类，使得自

己顶替其位置”。因而，解读对方辩友的论点，其含义就是：

遥感技术能够顶替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温故而知新，让我们

重新审视遥感技术和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定义和特点，我们

就会发现，取代，只是一厢情愿。

遥感，直译过来就是遥远的感觉，指的是通过某种传感器

装置，在不与被研究对象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获取其特征信息

的科学与技术。遥感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使我们前所

未有的高度、不分昼夜、不论天气好坏来“ 感觉”我们这个世

界，然而这种感觉，是否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还需要地表常规

观测验证。

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指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通过地表

的观测仪器平台，按照成熟的方法和作业流程，参照明确的标

准，对目标的常规性质进行观察与测量的技术。而地表常规

观测技术中“常规”二字所覆盖的范围，随着专业应用领域的

不同而不尽相同。例如，在气象观测中，气温气压风速风向均

属于常规观测项目。在进行水文水质调查时流量流速水位水

深都属于常规观测范畴。

显然，遥感技术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都是对地表状况的

综合性观测，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获取精确描述地表物

体的信息，所不同的是，它们对地表观测的视角相异、工作平

台不一、观测项目也不尽相同。因此，二者不存在谁先进谁落

后的问题，两者关系不是取代关系。这是我方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地表常规观测技术与遥感技术具有良好的互补关

系。遥感的观测面广，能够弥补地表常规观测由点及面所引

起的误差；地表常规观测观测精度高，能够对遥感的准确性和

精确性进行校正。遥感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同时获取大面积的

宏观数据，并通过反演得到地表每一个像元对应的信息。而

地表观测技术设计的技术领域广泛，使得我们能够最大限度

的获取地表物体的各方面信息。

第三，遥感技术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遥感器的研制与进步，

遥感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地表常规观测的视角和幅面。随着科

技的发展，二者的重叠领域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因此，我们

不能仅仅动态的看待遥感技术，积极而美好的畅想遥感的未

来，而片面地、静态地看待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遥感技术与地表常

规观测技术为了对地观测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相

互扶持共同前进，可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对方辩友怎能无

视二者的依存关系而轻言取代呢？因此，我方认为，遥感技术

不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反方四辩辩词

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同大家一起探讨遥感技术与地表

常规观测技术之间的关系。从刚才的辩论来看，我认为，对方

辩友对此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的认识。

遥感科学与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的确使遥感成为人类对

地观测、获取地表信息的基本手段。通过遥感技术，我们可以

拂四海于须臾，观八荒于瞬间；更可以拢天地于形内，挫万物

于图端。这就是遥感的力量。

然而，我们是否就能因而像对方辩友那样，认为地表常规

观测技术就落后了、过时了、没有必要了，是可以被遥感技术

所“取代”的呢？这种短视我冒昧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

像那则熊掰玉米的寓言———掰一个丢一个，最终所获有限，更

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遗憾。

我方已经反复强调了，应该相辅相成地看待遥感技术和

地表常规观测技术之间的关系。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人类在

长期的对地观测实践中形成的标准性、权威性的技术体系，是

经过长期证明立之规范、行之有效、用之可靠的多学科综合

体，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基础支撑。地表

常规观测技术设计几乎所有的自然学科，也涉及到经济学、历

史学等自然学科。面对指标如此庞杂、涉及领域如此广泛、又

由多少前辈辛苦创业累积、百般凝练而成的宝贵财富，对方辩

友怎么可以草率地轻言取代呢？

我方一再多方说明，遥感技术与地表常规观测技术是我

们对地观测的不同手段，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强大工具。虽

然它们的主辅关系根据具体应用目的的不同会有所转变，但

是，它们的最终服务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次、以不同方式来反映地表的客观实在，从而为我们认识、分析

真实的地表提供丰富的、多层面的、综合性的数据资料。

同时，“常规”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如果说

遥感技术是对部分地表观测技术的扬弃，那么地表常规观测

技术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应用需求的拓展和指标要求的提高，地表常规观测技术也

不断地自身进化着、完善着、开拓着，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我方前面三位辩手的陈述，也从理论和实例两个方面谈

及了遥感数据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不仅仅是传统意义

上的误差问题，更大程度上是数据固有的模糊性和变异性特

征，如环境变化与多样性引起物质成分与结构的变化及光谱

变幅，地物连续变换引起的地类界线的模糊，波段选择、混合

像元等引起的模糊性等等。我认为，深入认识遥感的不确定

性恰恰是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遥感学科的关键之一，

也是我们在今后更好地推进遥感学科发展的一个立足点。面

对遥感数据的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要用地表常规观测技

术来尽量减少、压缩这些不确定性，从而增强遥感技术的可靠

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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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有很多地表常规观测并不是根据电磁辐射来完

成的，也有很多地表常规观测是在一定的覆盖物下及物体内

部进行的，这就是遥感技术所不能及的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遥感技术根源于

地表常规观测技术。遥感技术的发展和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

发展是相互促进、相映成彰的。我们应该全面、系统、综合、辨

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辩友却站在片面、孤立的立场上得

出了“遥感技术可以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的错误结论。

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割裂了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把遥感

学科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揠苗助长、甚至是饮鸩止渴的极端。

古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生，不为桀亡。同样，地表常

规观测技术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生命力是不以对方辩友的臆

想所转移的。对方辩友的观点有失偏颇，尽管出发点也是为

了遥感技术的尽快发展，然而这种观点是急功近利、违背事物

发展规律的。如果贸然实施，无妄地抛弃了遥感技术的源泉

和基底，无非是对遥感技术的釜底抽薪，无疑恰似车去轮、马

撤鞍、鸟舍翼、鱼脱水，我方认为决不可取！

辩题 %：我国当前遥感发展应着重解决几何问题而不是辐射问题

（正方：首都师范大学! 王彦兵，王艳慧，段福洲，胡卓玮）

（反方：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王玥，吴芳，董新奕，余卉）

正方一辩辩词

非常荣幸在美丽的贵阳对我国遥感事业的发展和未来

走向发表我方的观点，我方认为“ 我国当前遥感发展应着重

解决几何问题而不是辐射问题”。

（&）随着遥感高新技术经过 ’# 多年的快速发展，遥感在

国土资源调查、洪涝地质灾害监测、土地利用、城市遥感等领

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技术日臻成熟，遥感已经逐渐步入

作业运行阶段。现阶段遥感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

几何精校正，空间分辨率、几何精度、遥感数据的定量反演、大

气影响校正等几何、辐射问题。几何问题和辐射问题都需要

逐一解决，但是，二者相比，当前有关的辐射问题机理不明确，

其研究难以在应用中产生显著成效。几何问题机理较成熟，

对有关几何问题的尽快解决可以在近 $ ( &# 年的时间里带来

可观的效益，符合我国国情需要。

（"）我国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和土地问题，我们要用占世

界 )*的土地去养活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真是寸土寸

金。当前，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地资源详查，快速摸清家底，

就要求寸土必争。那么，如果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几何精

度等问题不能解决，一切还从何谈起？所以，我们必须着重解

决几何问题。

（%）从遥感的应用角度讲，遥感就是要解决 +,-.- 和 +,/0
的问题，首要是解决目标在哪儿（+,-.-）的问题，确定目标的

坐标、大小、形状，要求遥感信息具有较高的几何精度；利用

遥感数据快速生成 123、进行三维立体测图等也要求具有较

高的空间分辨率。根据科技部国科办“ 全国遥感行业发展现

状调查与分析”报告，我国 4#*以上的卫星遥感影像，尤其是

高空间分辨率影像都是依靠购买国外资料，那么随着当前对

高空间分辨率影像需求的不断增加，我们首先该解决什么问

题，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分析，我国遥感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技术

上、应用上仍然存在各类几何问题、辐射问题，从我国当前的

国情来看、从当前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来看，几何问题的解决

具有紧迫性、可行性、效率更优等特性。因此，我方认为“ 我

国当前遥感发展应着重解决几何问题而不是辐射问题”。

正方四辩辩词

通过与对方辩友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几何问题的确是

我国当前遥感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为了加深对

这一事实的理解，接下来我将就我方观点再做阐述。

从空间信息科学的特点看，我们可以将其研究的问题分

为两个方面：几何与属性。属性也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辐射

问题。从空间信息科学的定义和内涵可以知道，属性信息是

以空间信息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在空间信息科学研究领域

中，将空间问题抛开而只讨论辐射问题，就像是无源之水，空

中楼阁。属性信息没有几何信息作为其载体将没有任何意

义。遥感属于空间信息科学这一大范畴之内，因此，几何问题

与辐射问题同时存在的现象在所难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

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首先解决遥感技术与应用中的几何问题。

我国遥感技术与应用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这一事实从根本上

决定了我国当前遥感发展必须着重解决几何问题，而不是辐

射问题。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应用领域，如国家空间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国土资源大调查、土地利用调查、洪涝灾害监测等，

更是凸现出几何问题是我国当前遥感发展必须着重解决的问

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便列举太多的例子，就让我们从土

地利用调查这一应用方向来看看几何问题的突出重要性吧。

"##’ 年 &#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

说：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我们必须做到寸土寸金，所以，我们实行最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然而，如何有效地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实时精确，

尤其是能够反映每一寸土地状况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成为

当前严格土地管理中的一大难题。遥感数据的现势性、灵活

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遗憾的是，当前我国遥

感技术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空间分辨率

上难以满足土地利用调查的最基本要求。我们的大量工作不

得不基于从外国进口的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来进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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