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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 
 

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 
The 23rd Cross-strait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3年 12月  中国香港   会议通知（第一轮） 

自 2000 年首届海峡两岸及港澳水土资源保育与生态环境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

文大学召开以来，海峡两岸及港澳的学者们先后在北京、台北、香港、乌鲁木齐、花莲、

林芝、广州、武汉、南昌、昆明、张家界、银川、贵阳、嘉义等地及线上举办了 22 届

学术研讨会。借助这一学术交流平台，海峡两岸及港澳的学者有机会进行更加广泛和密

切的学术交流和学习，促进和提高了海峡两岸及港澳生态保育与环境资源研究的学术水

平，并培养和造就了大量年轻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经研究决定，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

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3年圣诞节前在中国香港召开。 

一、研讨会主题 

气候变化与环境生态保育之挑战 

二、会议专题 

1.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2. 气候变化致灾机理与防治对策 
3. 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 
4.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5. 生态环境修复与重建 

三、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四、会议承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五、会议协办单位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崩岗防治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水土保持学会 
广东省水土保持学会崩岗侵蚀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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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国际水土保持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水土保持学报》编辑部 
AEIC 学术交流中心 

六、会议安排 

会议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会议时间：圣诞节前（具体时间将在第二轮通知发布） 
会后考察：线路具体安排和报价等信息将在第二轮通知中发布。 

七、费用 

会议注册费：参会代表 1200 元/人，随行人员和学生（在校学生证）800 元/人， 
主要用于会议资料、场地租用、会间餐饮、会中考察等。住宿费和会 
后考察费用自理。 

会后考察费：具体路线与费用（含集体用车、餐饮、住宿等）由承接考察的旅行 
社报价（待定），将在会议第二轮通知中发布，会后考察费用自理。 

八、学术指导委员会 

蔡强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卢光辉（中国文化大学） 

林健枝（香港中文大学) 

伍世良（中国文化大学） 

王  宏（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半干旱草原研究中心） 

九、组委会 

主席： 李定强（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 

陈永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委员（召集人）： 

李载鸣（中国文化大学） 

刘高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黄河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黎育科（香港中文大学） 

陈守泓（中国文化大学） 

叶惠中（中国文化大学） 

周顺桂（福建农林大学） 

袁再健（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方海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十、秘书处： 

mailto:dqli@soil.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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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义善：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电话：13202039765 

黎育科：香港中文大学， 电话：852-3943 6528 

赵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电话：13122188508  

秘书处专用邮箱：cserec2018@163.com 

十一、会议通知及参会回执（见附件） 

第一轮通知：

2023 年 3 月 28 日； 参会回执返回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15 日。 

第二轮通知：

2023 年 10 月 15 日；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06 日。 

学生参会奖励：组委会将对进行报告发言学生的参会论文进行评奖并颁奖。

会议信息发布：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网站（http://www.gcerecs.org.cn）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网站（http://www.igsnrr.ac.cn） 

十二、会议征稿（见《水土保持学报》征稿启事） 

投稿截止日期：2023 年 8 月 31 日，请通过《水土保持学报》网站在线投稿，网址

为 http://stbcxb.alljournal.com.cn/ch/index.aspx。 

中国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会

2023 年 3 月 28 日 

http://stbcxb.alljournal.com.cn/ch/index.aspx


“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暨

《水土保持学报》专刊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及生态保育科技工作者的交流合作，

推进海峡两岸暨港澳环境、资源及生态保育科技创新，促进环境、资源及生态保

育高质量发展。自 2000 年首届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以来，海峡两岸

及港澳的学者们先后在北京、台北、香港、乌鲁木齐、花莲、林芝、广州、武汉、

南昌、昆明、张家界、银川、贵阳、嘉义等地及线上举办了 22 届学术研讨会。

据悉，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3 年 12

月在中国香港召开。

《水土保持学报》以“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

讨会”为契机，为集中展现学术研讨会的最新科研成果，总结提炼海峡两岸及港

澳水土环境资源阶段性研究成果，加强该领域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交流，为水土

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全力保障生态环境高质量发

展，特面向广大学者征集原创性学术论文和综述类文章，拟于 2024 年第 1期以

专刊形式出版。

一、征文范围

论文要求文章需选题新颖，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准确，说服力强，内容未

公开发表，具有较强的科学与技术价值，或反映研究领域最新成果，或探索最新

技术、方法，或综述最新领域进展。来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研究领域：

1.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2. 气候变化致灾机理与防治对策

3. 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

4.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5. 土壤固碳减排与生态环境修复

6.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适应性管理

7.生态保育与区域发展

8.土壤资源合理开发与永续利用

9.区域水土保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10.水土保持生物、工程措施及其综合治理效益与评价

11.流域植被修复与生态环境建设

欢迎各位学者踊跃投稿，增进交流与合作！来稿通过公正、严格的同行评审

后发表，编辑部将加快审稿进程，稿件录用后 30 天内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编

辑部将为每篇稿件提供个性化宣传推送。

二、投稿要求

1.投稿方式：请通过《水土保持学报》网站在线投稿，网址为

http://stbcxb.alljournal.com.cn/ch/index.aspx，首次投稿需注册用作者户

名。注册成功后可立即投稿。投稿过程中在投稿系统的标题栏内填写题目时，请

务必在文章题目前注明“海峡两岸及港澳研讨会”字样。例如：“海峡两岸及港

澳研讨会：文章题目”。

2.格式要求：专刊接受中文投稿，来稿需严格按照本刊最新已发表文章格式

撰写；图表内容中英文双语对照，中文参考文献提供英文对照；具体格式参照我

刊网站投稿须知。

3.综述投稿要求：综述性文章要有代表性、前瞻性和综合性。通过对大量文

献的完整把握和准确分析，应明确阐述该选题的研究历史背景、最新研究成果、

当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的可能方案，指明该领域较为具体的发展趋势。

4.版权声明：投稿文章应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过，也不在其他刊物或会议

的审稿过程中，不存在一稿多投现象；本刊文责自负，作者必须保证文章的真实

性，因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行为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作者自负。在本刊发表的

文章，所有形式的（即各种文字、各种介质的）版权均属本刊编辑部所有。

5.发表费和稿费：专刊发表文章按照《水土保持学报》正常刊期收取版面费

并支付作者稿酬，并免费为作者提供 2本样刊。

三、截稿日期：2023 年 8 月 31 日

四、专刊咨询：《水土保持学报》编辑部 029-87012707；

E-mail:stbcxb@nwsuaf.edu.cn

《水土保持学报》编辑部

2023 年 4 月 15 日

Think
新建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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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 23 届海峡两岸及港澳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第一轮通知）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机: 

E_mail  

住宿要求 � 单人间              � 标准间         

会后考察天数（1-5 天）                    天 

报告题目 
 

 

报告摘要 请根据附件二格式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另行提交 

交流形式 � 会议宣读             � 墙报展示         

同行人员 姓 名：                       性别：  

备注 

 

 

 
注： 
1. 请根据个人意愿及随行人员情况选（√）单人间或标准间。 
2. 请根据个人意愿填写愿意参加会后考察的天数。 
3. 请选（√）报告交流形式。 
4. 可在备注栏提出其它建议、要求和特殊需要说明的事宜。 
5. 参会回执及报告摘要提交（参会回执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06 日；报告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10 日），请统一回复至会议秘书处专用邮箱：cserec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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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报告题目（宋体，3 号，加粗） 
作者 1（宋体，4号）1，陈作者 2（宋体，4号）1，2，作者 3（宋体，4号）1，2 

1单位 1（宋体，小 4号），2单位 2（宋体，小 4号）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宋体，小 4号） 

 

 

摘要（宋体，小 3 号，加粗） 

正文（宋体，小 4号） 

 

 

 

 

 

 

 

 

 

 

 

 

 

 

 

 

 

 

关键词：xxx, xxx, xxx (宋体，小 4，加粗) 

 

参考文献： 

1. xxx(宋体，小 4) 

2. xxx(宋体，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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