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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2日（周一），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

究基地合作承办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国

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场安排于光华楼东辅楼

101 会议室。

担任此次研讨会日方牵头机构的日本综合地球环境

学研究所，是日本文部省所辖，与各大学平行的国家级

研究所。该机构从日本各大学汇集众多地理学、环境学、

历史学和生物学知名学者，以多学科整合的“人地关系”

综合研究为特色。目前，该研究所还与日本国立历史民

俗博物馆、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组建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直

属于文部省，共同推动日本国内高端学术机构相关资源

的共享与研究项目的合作。

2008 年中期以降，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日本综合

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从研究人员间的个别学术交流开始，

迅速向单位级别的合作交流推进。史地所擅长历史时期

环境问题的研究，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专注于现代环

境问题的探讨。在频繁的学术接触中，双方学者均对对

方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产生浓厚兴趣，并希望通过更多务

实的学术活动，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与成果。此次国际研

讨会便是双方合作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

会议邀请了来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

馆和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 12 名外籍代表莅临此次

研讨会，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的

研究，已在中文、日文和英文学术期刊中发表了大量研

究，在城市化领域及环境学领域的国际学术界中均享有

盛誉。同时，会议组织了来自本校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历史系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11名知名学者报告成果，

共同讨论。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作了开幕致辞，代

表学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在开幕式上，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主任满志敏教授与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所长

立本成文教授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了双方中长期

学术合作的序幕。

シンポ報告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
国际研讨会综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邹怡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进行：一、城市发

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二、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引发

的城乡环境问题；三、城市的历史；四、生活方式变化

与城市环境。

村松伸教授和张晓虹教授就城市带来的环境问题做

了报告。村松伸指出只有确保了城市资源的多样性以及

人居街巷的多样性，城市整体才具备多样性，进一步，

当地球上存在着特征各异的城市，地球上城市的多样性

才能得到保证。张晓虹教授回顾了从开埠至民国时期上

海城市生态景观的时空演变过程，指出此期上海景观格

局的变化主要是近代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

人为无序干扰的反映。

张真副教授和园田茂人教授分别以青浦和天津为

例，探讨了人口流动对城乡环境的影响。与以往侧重技术、

工程治理的治污思路不同，张真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在乡

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园田茂人教授分析了天津城市调

查中的外来人口现象，发现城市居民中存在着一种将城

市环境恶化的原因归结于外来建设者的倾向，如何处理

好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关系，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应地利明教授与冯贤亮副教授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关

注了城市的历史。应地利明教授比较了印度与中国两种

不同的都城建设思路，他认为印度的都城布局体现了“从

属于婆罗门的王权”，而中国的都城体现了“君权神授

的王权”。冯贤亮副教授的报告利用大量外人旅华日记

和游记，复原了近代太湖平原的城镇环境和生活常态。

戴鞍钢教授与市川智生讲师研究了生活方式变化与

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戴鞍钢教授着重研究了近代以来

上海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市川智生讲师

介绍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城乡粪便处理回收结构的变化

过程。

各分论题之间以及全体报告后，会议组织了较长的

开放讨论时间，由于安排了同声传译，彻底打消了中日

学者间的语言隔阂，双方学者得以深层次地畅所欲言。

本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上海世博会倒计时期间，会议

主题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遥相呼应，

因而得到了沪上多家重量级媒体的密集报道。会议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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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 November 2009,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gressive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hina”, jointly host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ure and 
Humanities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of 
Fudan University, was held in the Guanghua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Twenty-three scholars from both China and Japan 
reported and discussed research based on the four topic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due to Urban Expansion”, “Urban and 

agricultural villag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human 
migration from Farming villages to Cities”, “Urban history”, and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This conference was in accord with th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theme of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so numerous 
well-known media in Shanghai, such as the Jiefang Daily, 
covered the event with intere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hina

ZOU, Yi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国の都市化の進展と環境問題」

復旦大学歴史地理研究中心　鄒怡

年 月 日、復旦大学光華楼において国際シンポ

ジウム「中国における都市化の進展と環境問題」が総合

地球環境学研究所と復旦大学歴史地理研究所の共催で開

催された。

名の日中両国の学者が「都市の拡大にともなう文化

の変容」、「農村から都市への人の流動が起こす都市・農

村の環境問題」、「都市の歴史」、「生活様式の変化と都市

環境」という つのテーマをもとに研究について報告し、

討論を行った。

本会議は 年の上海世界万国博覧会のテーマ「

」にそ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たため、「解放日

報」など著名な多くの上海のメディアにより報道された。

复旦大学与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文汇报》第 3版即以《上海“打

工热”最早始于何时：中日专

家在沪研讨城市化进程与环境

问题》为题做了 600 余字的报

道。同日，《东方早报》A48 版

刊发了会议召开的简讯。11 月

4日，《解放日报》第 5版以《问

诊“城市病”》为题做了大版面

报道，采写了大量学者专访问

答。同日，《新闻晨报》A15 版

“晨报地球”栏目作了题为《郊

区生活垃圾成申城水体新威胁》

的会议报道和学者专访。11 月

9 日，复旦大学主页也对本次

会议进行了文字与图片报道。

11 月 11 日的《复旦》第 2版刊登了《史地所与日本

科研机构合作：跨学科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

题》的介绍。

本次会议的论文，目前正由中日双方进行互译，计

划在 2010 年分由中、日出版社以中、日文同步发行。

会后，满志敏所长也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的学者就今后几年双方合作研究的主题和具体日程进行

了进一步的磋商，合作研究正逐渐步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