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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对方辩友中有没有在超图公司中做过实习的，我想

类似超图的这种企业肯定不会放弃争做遥感行业领头羊的

机会，肯定不会放弃用努力进取的创新精神去主导遥感事业

的发展，更不会抱着非常偷懒的态度让政府永远去主导自己

将来的发展。对方辩友，遥感事业未来的发展，需要我们共同

努力去推动，去发展，去主导。时间紧迫，时不我待，大家肩上

的担子沉甸甸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

地看到企业的巨大作用。相信几十年后，人们面对随处可见

的遥感企业和触手可及的遥感产品，面对类似 %&’()*)+,、-.,/0
这样的遥感企业寡头时，便再也不会觉得遥感事业应当以政

府来主导。

最后，再次提醒对方辩友，我们今天的辩题是“ 遥感事业

将来的发展应当是谁来主导”，而不是比现状，不是比谁投入

的钱多。

辩题 1：当前中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正方：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李方，李晓燕，宋开山，王宗明）

（反方：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刘春玲，刘晓，路云阁，范景辉）

正方一辩辩词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遥感教育界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他们分别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方面为遥感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不论在遥感技术，还是

遥感信息处理和遥感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总

体发展水平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

距。学科根基不牢，人才储备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差距

的主要原因。我国遥感教育界任重而道远，必须科学地培养

各类遥感人才，适应并促进遥感事业发展。逐渐缩短与遥感

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针对当前中国遥

感科学发展现状，考虑未来遥感发展趋势和需求，我方认为，

当前中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首先，人才结构的合理化要求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

“工程师”。任意一门学科的快速、健康发展都需要合理的高

级人才结构。"##2 年全国遥感行业发展现状调查表明，我国

从事遥感技术的人才正在不断成长，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培

养这类人才的教育基础。作为技术学科的遥感既需要能够推

进学科发展完善的科学家，也需要能够推广技术应用的工程

师。其中数量较少的科学家在学科自身完善及应用领域推广

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与遥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遥感的

科学家与工程师之比要远小于发达国家，不仅如此，我们少之

又少的科学家大多数还是由外国遥感教育界为我们培养的。

这种人才结构现状已不能适应我国遥感快速发展，跨越式发

展的要求，遥感教育应针对这个问题，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

工程师。

其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求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

程师。经过 $ 个五年计划，遥感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

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内诸位大师级遥感专

家均对此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忧。遥感教育重应用，轻理论。

不论是教材还是课程设置均偏重于成熟遥感技术和遥感应

用成就的介绍，造成遥感技术基础理论和应用机理知识匮乏，

使得遥感在诸多领域的应用流于表面。从遥感信息处理的角

度来看，我们的工程师为信息的收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

而，目前人们对遥感信息认识和利用的程度已远远落后于信

息收集的速度，认识利用信息仅占全部获取信息的 $3 左右，

而深层次的信息开发则更少。人们对遥感信息及其所反映的

地表物质和传输介质间相互作用机理了解的不足，是遥感信

息未能被充分利用的更深层原因。可见，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是遥感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遥感教育应针对这

一缺陷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从长远发展来看，学科的进步需要不断的基础理论革新。

人类社会的四次科技革命都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积累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遥感科学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是许

多基础理论依然停留在遥感发展初期的水平。这门年轻的学

科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才能走向成熟。我们急切的需要众多

科学家完善原有的遥感理论并为其注入更多的新理论。因

此，全世界遥感学界都应以培养这样的科学家为己任，我国遥

感教育更应该志存高远，为了促进遥感学科自身发展及遥感

更广泛深入的应用，当前，我们应着重培养“ 科学家”而不是

“工程师”。

正方四辩辩词

（2）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以遥感为核心的空间信息技

术，逐渐深入到国民经济、社会生活与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

其发展与应用已成为综合国力评价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决

定性因素。建国 $# 年以来，我国已经在科学教育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就，但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我国科技

人才的规模已进入世界大国行列。但是，创新人才缺乏、人才

创新能力偏低。例如，从 2445 年到 "##5 年的十年间，在国际

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 "# 篇论文中，

没有 2 篇是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前 2## 篇中，我们只有 " 篇；

前 2### 篇中，我们也只有 26 篇。在专利授权方面，"# 世纪

4# 年代以来，我国在美国和欧洲申请的专利数量分别是世界

各国在该两地申请专利数量的 "3 和 23 ；在国内发明专利

授权中，外国机构和企业申请的专利占到 7#3 。究其原因，

缺乏有效的科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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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面临着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危机，我国正通过

一系列改革来提高科学创新能力和培养创新人才，包括知识

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高等教育的“"## 工程”和“"# 世纪

教育振兴计划”等。

（!）对于遥感的发展现状来说，我国的陆地、海洋、气象

卫星遥感体系已经比较完善，经过“六五 $ 九五”期间的应用

实验和攻关研究，遥感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取得了大

量成果；同时，也面临着理论上要求自主创新、技术上要求高

度集成的时代需求。

正如我方所言，当前我国遥感应用的理论支撑薄弱、缺乏

自主的高精度数据源；遥感图像解译和定量遥感的基础理论

与方法存在不足。那么，对于遥感应用来说，包括数字化、信

息化、知识化、再现和决策五个步骤，每一步都离不开基础理

论研究的进步。

我方认为，科学创新需要科学家来完成，工程师是在科学

家的科学创新基础之上再进行技术创新。我国的遥感教育在

稳步发展，但目前我国遥感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研究薄

弱，创新人才和原创性成果缺乏。因此，大批科学家的培养是

推动我国遥感信息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件。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和

关键的时期。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出了“ 教育是知识创

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

重要摇篮”。目前，我国遥感教育的重点应在于培养科学创

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样与创新实践结合起来，才

能够取得创新性的成果。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根据全球遥感学界的发展趋势和我

国遥感所处的地位以及我国遥感教育的发展现状，要使我国

遥感界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取得较大发展，使我国成为遥感科

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强国，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人才，是我国遥感教育界在当前和今后的首要任务，因此，当

前我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反方一辩辩词

对方辩友刚才侃侃而谈，一味地夸大科学家对理论的作

用，但是却忽视了无数站在科学家背后默默奉献的工程师，这

完全是概念上的偏颇。我方认为，遥感领域的科学家是指主

要从事遥感基础理论研究，并做出试验性、导向性研究成果的

人，而工程师则是掌握扎实的遥感理论并在各领域进行工程

应用的人。科学家强调对理论知识的探索，而工程师则强调

工程上的应用。只有弄清楚了两者的差别，在有长有短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讨论当前我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

当然，我方并不否认培养科学家的重要性，但是根据我国

当前的国情、遥感教育发展现状及社会对遥感工程师的迫切

需求，我方认为，当前中国遥感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着重培

养工程师。下面我将从 ! 个方面阐述我方观点：

首先，这是由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决定的。遥感

教育作为一种以培养遥感知识为主的社会活动，其培养目的

是以它的社会需求而定的。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国情，决定了社会对遥感的需求是以扩大遥感的应用领域，不

断提高遥感应用规模和应用水平为主。因此，遥感教育只有

将培养工程师放到首位，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遥

感应用产业的需求，带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二，这是由遥感应用领域工程师供需严重失衡的矛盾

决定的。遥感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到海、

陆、空三大领域，各行业部门需要大量懂得遥感应用技术的工

程师。但是，过去“精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遥感人才少之又

少，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遥感教育只有走向“ 平民化”、

走向“大众化”，才能在当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使

一批既有科学理论，又有生产经验的工程师快速地成长起来，

以解燃眉之急。

第三，遥感在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当前遥感教育

应着重培养工程师。

首先，从其发展的 ! 个特殊性阶段（ 遥感专家探索阶段，

各个行业部门应用阶段，以及遥感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中

广泛普及阶段）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各领域对工

程师有着史无前例的渴求。

其次，从本质而言，遥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很多

遥感科学家都是由工程师成长起来的。试想，如果我国今天

拥有了大量的高素质工程师，遥感应用水平整体提高了，难道

还愁明天不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吗？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我们既然找到了当今遥感教育的

重症所在，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救人，为我国遥感事业的

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鉴于以上几点，难道对方辩友还要告诉我们，当前应着重

培养科学家吗？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难道对方辩

友非要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重复拔苗助长的悲剧吗？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当前遥感教育只有着重培养工程师

才能解决社会需求，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反方四辩辩词

今天我们辩论的实质，就是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

选择当前中国遥感教育培养人才的侧重点。正如我方辩友所

强调的，当前我国国情决定了教育应使受教育者的个人特征

与社会需求协调起来。因此，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国情下，当前

中国遥感教育培养的人才应瞄准近期内我国遥感事业的需

求。也就是说，把握住近期中国遥感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才

能正确决定当前中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对方辩友大谈特谈当前需要加强遥感基础理论研究，试

图得出“当前中国遥感教育应着重培养科学家”的结论。然

而，对方辩友把解决遥感理论和技术难题当作制定遥感教育

培养目标的直接依据，显然是在论证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错

误。遥感教育属于教育范畴，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众

所周知，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支配，所以，对方辩友没有试

图抓住近期内国民经济对遥感事业的主要需求，而是围绕遥

感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来谈遥感教育的培养目标，已经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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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尽管对方辩友侃侃而谈，但在

错误的道路上健步如飞，却离正确的彼岸越来越远啊！

下面我对我方的观点进行总结论证。

首先，让我们对近期内我国遥感事业的主要需求做出判

断。

在我国，遥感产业如朝阳般喷薄而出，这已经给我国遥感

界人士带来了欢欣与鼓舞，相信对方辩友也同样为之振奋。

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我国的遥感事业也必将经历由诞生到

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发展将经历以下阶段：遥感专家探索遥

感的阶段、各个行业部门应用遥感的阶段以及遥感在地方政

府和社会公众中广泛应用的阶段。我方辩友已经用大量事例

说明，我国遥感事业近期内正处于行业部门用遥感的扩张阶

段。遥感事业应当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然

而，与各行业迫切而又日益深入的应用需求不相称的是，我国

成熟的、业务化的遥感应用实例尚不多见。因此，近期内我国

遥感事业的主要任务是，在已开展遥感应用的众多行业内，建

立并推广面向用户需求的、实用化的应用模型、操作规程、使

用工具以及产品服务模式。这就决定了，近期内我国遥感事

业需要大量的、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遥感技术人才。

接下来，再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当前遥感人才的现状。

五个五年计划以来，以科学家为主的我国遥感专家们自

强不息、团结奋斗，在短短近 %# 年间使我国的遥感事业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在座的许多专家都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和见

证者。可以说，在前一阶段，如果不是我国的遥感科学家既发

展遥感基础理论知识，又亲身投入遥感工程应用的前沿，就不

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式。可是，遥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

理的金字塔型的人才群体来支撑。当前，位于金字塔尖的遥

感科学家已经为我国遥感事业开拓了局面，各行业的用户群

也已构成了人才金字塔的基础，但掌握扎实遥感知识，身负推

进遥感应用重任的工程师，却是我国遥感事业所欠缺的人才。

工程师人才的缺乏，一方面使科学家不得不分心于应用细节

而不能专攻科研，另一方面则使遥感理论与行业需求不能完

美结合，满足不了行业用户的需求。

因此，我方认为，近期内我国遥感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

各行业部门的应用需求与高素质遥感技术人才的短缺之间

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

当前中国遥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工程师”而不是“ 科学

家”！

回望昨日，我国遥感科学家恰似寒梅一般，在遥感诞生时

期埋头做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工作，正是“ 虽有悬崖百丈冰，犹

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现在，我国遥感事业

的春天来到了，我们要感谢笑迎春风的科学家；而为了欢庆

这到来的春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

革命激情，去编织那山花烂漫的美好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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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星图 &’() 杯在贵阳市成功举办

! ! "##$ 年 * 月 +, 日，“第四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星

图 &’() 杯”在贵阳市贵州饭店成功举办，这是继大连、香港、

杭州之后的又一次盛会，作为第十五届全国遥感技术学术交

流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论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 余

位代表观看比赛。

参加本届辩论的共有 +- 个代表队，进行了 . 场比赛。.
场比赛的辩题分别是“我国当前遥感数据的收费现状促进了

遥感事业的发展”、“我国当前遥感发展应着重解决几何问题

而不是辐射问题”、“遥感事业的发展应是政府主导而不是企

业主导”、“遥感技术能取代地表常规观测技术”、“ 我国当前

卫星遥感应主要发展自主的遥感系统”、“当前中国遥感教育

应着重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及“ 当前遥感应用发

展的瓶颈是数据获取而不是数据应用”。

比赛由学会理事长郭华东担任主席，陈述彭、童庆禧、薛

永祺、郭华东、张国成、周成虎、蒋兴伟、刘和光、李静及张文建

组成评委会。辩论会充满了朝气勃发、激情热烈、睿智雄辩、

幽默诙谐、旁征博引的气氛，激情奔放、妙语连珠、唇枪舌剑，

精彩场面接连不断。各点评嘉宾从更宽的领域和更深的角度

对辩题进行分析，提出精彩的辩论亮点和存在的不足。

辩论会最佳博证、最佳风度及最佳逻辑奖分别由胡卓玮、

姚一静及余卉获得，最佳辩才、最佳文采、最佳幽默及最佳辩

论员的桂冠由董新奕一人摘取；获得优秀辩论员的是王雨、

李杰、姚一静、朱运海、李贵才及路云阁；团体最佳协作奖由

武汉大学代表队获得。

辩论会冠军杯由武汉大学代表队获得，亚军由北京师范

大学代表队获得，季军由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代表队

获得。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

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

站、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

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及浙江大学等辩论代表队获

团体优胜。

在大会闭幕式上，组委会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颁奖仪

式。学会理事长郭华东和辩论会冠名赞助单位北京星图环宇

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静向获奖代表队颁发了星图 &’() 奖杯

和证书。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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