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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社科〔2021〕1 号 
 

 

关于印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

林环境史研究中心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院、部、处，校内各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

建设方案》经 2020 年 11 月 25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南京林业大学     

                    2021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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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建设方案 

  

为认真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同意组建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的函》（办

函科字〔2020〕21 号）文件要求，紧紧围绕我国林业和草原

事业发展的实际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学校

在林业遗产和森林环境史领域的学科专业以及人才智力优

势，切实开展特色鲜明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继续繁荣生

态文化、保护林业遗产、提升文化自信、建设生态文明，经

认真研究，现制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建设方案。 

一、功能定位 

研究中心作为我国首个聚焦林业遗产和森林环境史研

究的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这一平台，

既是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做好科研平台管理和科研工作

要求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南京林业大学“双一流”和高水平

大学建设的内在需要，对促进我国林业遗产和森林环境史研

究水平和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研究中心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科研平台，业务上接

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领导和指导，服务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中心工作，研究工作聚焦国内外林业遗产和森林环境史领

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持续有效的建设，为学校学科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并建设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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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林业遗产展示中心。 

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人、财、物、场地等必要

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保障条件，由学校协调解决。 

二、机构设置 

研究中心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文件精神、自身发

展定位、研究方向和管理需要设置机构和相应岗位。 

（一）学校聘任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建专家咨询委

员会，为研究中心提供发展规划、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等方

面的建议。 

（二）在条件成熟后，研究中心成立学术委员会，负责

审议研究中心制订或修订的学术制度；研究中心重要学术岗

位人选由学术委员会推荐，并经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后聘用。学术委员会由学校主管领导或研究中心专家提名的

校内外著名专家通过选举产生，每三年换届一次。 

（三）研究中心工作组办公室下设综合管理部、研究业

务部。综合管理部负责行政、人事、财务、后勤等方面工作；

研究业务部负责协调管理各研究室日常研究业务工作，如组

织校外专家进行招标课题遴选、项目成果鉴定等。 

（四）研究中心下设：林业遗产研究室、林业史料数字

化研究室、森林环境史研究室、森林文化研究室、生态文明

与美丽中国研究室，各选聘一名兼职研究室负责人。 

（五）研究中心研究员分为首席研究员、特约研究员、

课题研究员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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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席研究员：根据建设需要，研究中心柔性引进 2-3

名国内外著名专家为首席研究员。由研究中心负责人提名推

荐，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签订聘用合同，聘期原则

上为三年。 

2.特约研究员：由各研究室负责人提名推荐，在通过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考核论证后，研究中心负责人与被推荐人

选签订特约研究员聘用合同，聘期原则上为三年。   

3.课题研究员：从学校各单位和校外著名学术机构的优

秀研究者中选拔。研究中心立项课题通过竞标方式遴选，中

标课题的第一主持人为本中心的课题研究员，聘期和课题研

究时间一致。 

（六）与相关学院联动，面向海内外招聘优秀博士毕业

生，试点“非升即走”机制。如在约定年限内达到我校副教授

职称条件，可根据候选人、意向学院、人事处、研究中心事

先签订的四方协议入职教师岗。 

三、管理运行 

（一）组建由校领导负责的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对研

究中心进行建设和管理，主要职责是： 

1.负责研究中心的发展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2.对研究中心建设进行指导、监督与管理。 

3.指导和管理研究中心组织的项目选题征集、申报、评

审、考核、评估和验收等工作。 

4.组织或支持研究中心开展学术活动等。 

5.协调与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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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科研平台，

学校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可按照一般省部级科研平台的标准

或以上标准下达建设任务。 

（三）研究室负责人任职条件。 

1.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开拓创新意识，熟悉本领域国内

外发展趋势，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以第一主持人承担国

家级项目的候选人，职称条件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具有博士

学位。 

2.与林业遗产、森林环境史等研究领域保持密切的学术

交流，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正在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有一

定的经费来源。 

3.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开拓能力以及服务精神。 

4.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足够的时间保障，年龄原则

上不超过 55 周岁。 

（四）研究中心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建立独立

的网站，作为成果展示的窗口和学术交流的载体，制作符合

自身特色的宣传材料并及时更新。 

（五）研究中心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人员在本研究

中心完成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软件、数据库等）

均应采用双署名标注研究中心名称；申报奖励、申请专利、

技术成果转让，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六）研究中心除接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估考核外，

学校按照批准的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对研究中心进行考核，

包括年度考核、中期评价与终期验收；研究中心按照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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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验收标准对研究员进行考核，交由社科处备案。首席研

究员由研究中心和学校职能部门共同考核。 

四、条件保障 

（一）学校为研究中心设立专项建设经费，年均不低于

100 万元，专项建设经费包括日常办公经费、林业遗产实物

捐赠奖助经费、学术活动经费、科研项目资助经费等。学校

根据研究中心每年提交的工作计划及其预算，下拨专项建设

经费。专项建设经费不包含以项目形式实现的首席研究员、

特约研究员等人才柔性引进费用。研究中心建设经费由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和学校下拨以及研究中心自筹。 

（二）学校根据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和实际需要，统筹

调配办公用房和人力资源，以保证研究中心建设成果符合高

水平省部级研究平台的评估和验收标准。 

（三）学校相关部门应积极支持研究中心的建设，在人

才引进、建设资金、运行经费、仪器设备、国际交流与合作、

研究场地等方面对研究中心给予重点支持，努力为其营造良

好的建设和运行环境。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方案由人文社科处负责解

释。 

 

附件：1. 研究中心下设研究室 

            2. 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 

            3. 研究中心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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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究中心下设研究室 

 

 

一、 林业遗产研究室 

二、 林业史料数字化研究室 

三、 森林环境史研究室 

四、 森林文化研究室 

五、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研究室 

 

注：负责人由学校公开选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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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序） 
 

曹福亮（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希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   莉     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分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严   耕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昌山     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 

邵权熙     中国绿色时报社常务副书记、编审 

杨绍陇     南京林业大学档案馆原馆长 

吴义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研究员 

倪根金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樊宝敏     中国林科院科信所研究员、林业史与生态文化研究室主任 

潘建平     东北林业大学科研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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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究中心工作组 

 
组  长：缪子梅 副校长 

成  员： 

杨  平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 

张晓琴  宣传部部长 

高晓琴  人文社科处处长 

尹佟明  研究生院院长 

孙松平  人事处处长 

郭念棣  财务处处长 

王全权  图书馆馆长 

杨绍陇  档案馆原馆长 

周统建  高教所所长、评估办主任 

黄  红  档案馆馆长 

郑琰燚  期刊部主任 

李新宇  校友办公室主任 

 

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秘书：陈相雨 人文社科处副处长、教授 

办公室成员： 

胡运宏  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 

李  娜  人文院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系主任 

 王振鲁  人文社科处社会科学管理科科长 

 

 

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