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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资源环境高技术中心成立

1 9 9 5年 n 月 27 日
,

中加资源环境高技术中心 ( S C H
一

C O R E )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北京

宣布正式成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孙枢院士
、

前副主任胡兆森教授
、

国家科委

副主任徐冠华院士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
、

安徽省副省长张润霞
、

辽宁省科委主任

周复元
、

山东省科委副主任唐加农和加拿大纽芬兰省农业渔业海洋部部长 F盯 ey 先生
、

加拿

大冷海资源工程中心主任克拉克博士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

1 9 94 年 11 月 8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纽芬兰省暨纽芬兰纪念大学冷海

资源工程中心 (C
一

c o R E ) 在加拿大让
·

克雷蒂安总理访间北京时举行的中加大规模签字仪式

上签署了一项意向书
,

正式表达了双方将在北京建立一个将智能系统应用于环境改善的中加

联合研究中心的意向
。

C
一

C O R E 是以高技术应用研究为主的工程研究中心
,

它通过承担工业界特别是中
、

小型

企业和公司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工程研究与发展问题的研究项目
,

建立和保持与它们的 良好合

作关系
,

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研究和运行费用的来源
。

这种运行机制不仅为科研机构开展尖端

和前沿性技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经费
,

也为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提供了可行的渠道
,

同时

还为工业界和公司提高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解决了实际问题
。

在中国传统的研究体系中
,

学科划分过细
,

研究机构
、

大学
、

企业界之间缺少横向的联

合
,

研究与应用
、

开发
、

市场脱节
,

缺乏竟争的机制
。

研究机构的经费也主要依靠行政拨款
,

缺乏工业界的支持
,

难以 自我支持和发展以形成 良性循环
。

因此
,

建立起充满活力的
、

现代

化的科技研究机制
,

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中加中心将以加拿大 C
一

C O R E 为模式
,

以良好的现代化运行机制
,

即大学
、

研究所与企

业
、

产业紧密结合的机制
,

研究
、

开发
、

市场相结合的机制
,

适应市场经济
、

适应国际竟争

的机制开展研究工作
。

这个新的研究中心取名为中加资源环境高技术中心 ( S C H
一

C O R E )
,

顾名思义
,

该中心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中加国际合作 已经从人员交流
,

研究项 目合作
,

进入到共同建立研究中心这一新的

阶段
;

(2 ) 应用大量的先进技术 (高技术 )
,

诸如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
,

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增强国际竟争力
;

( 3) 环境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热门话题
。

现在将资源包括进去
,

更加扩大了范 围
,

而这

一点对于中国这个人 口众多
、

环境间题更为迫切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中国已经

公布了 21 世纪议程
,

表达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持续发展为世界环境做出贡献的决心
;

(4 ) 新的机制将为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注入新的活力
,

同产业
、

经济密切结合的自主 自

我发展的新机制将使我们在现代化管理上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

( 5) 中加科技合作的窗 口又增加了一个 S C H
一

C O R E
,

通过这个新的窗口
,

两国之间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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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将更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

当前
,

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

九五
”

计划和到 2 0 1 0 年的长

远规划
。

从现在开始到 2 0 1 0 年
,

从时间上讲
,

这是跨世纪的 15 年
,

这 15 年对中国的发展与

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S C H
一

C O R E 挂靠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遵循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以资助项 目的方式支持 s c H
一

C O R E 的

发展
,

支持 S C H
一

C O R E 象 C
一

C O R E 那样逐步实现 自主发展
。

该中心的宗旨是组织中
、

加双方

学术界
、

企业界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活动
,

参与高科技及智能系统的应用研究及其产业化
,

解决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
、

环境保护与环境改善等重大问题
;
与工业界密切合作

,

通过

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

使中心逐步成为可 自我发展的研究实体
;
并促进绿色科技体系的建立及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

中加资源环境高技术中心的成立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目前已有的以资助人员学

术交流
、

国际学术交流
、

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等形式为主的基础上
,

在广泛和深入

地开展国际合作的活动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

( 国际合作局 袁幼新
、

张英兰供稿 )

首届海内外中华青年学者材料科学技术

研讨交流会圆满成功

以
“

未来材料科学技术与材料科学家
”

为主题的
“

95 首届海内外中华青年学者材料科学

技术研讨交流会
” 于 1 9 9 5 年 10 月 4一 18 日分三阶段在国内举行

。

会议首先在西安举行了 5 天

研讨会
,

之后全体在北京
,

然后分组赴沈阳
、

哈尔滨
、

南京
、

上海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
、

成

效显著的交流活动
。

会议的举办得到了国内材料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和国内许多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之下
,

会议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
,

取得了很大成功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经费上对会议给予 了较高强度的资助
。

材料科学技术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
。

人类的历史就是根据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新材料而

划分石器时代
、

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

近 20 年来
,

人类社会信息产业发展如此迅速
,

就是得

力于半导体新材料的发明和推广使用
。

新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世界科学领域和工业技

术的进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我国也一直把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作为长期发展战略中

优先发展的领域
。

如何经济而有效地发展我国新材料科学技术
,

使我国在进入 21 世纪时具备

充分的新材料科学技术储备
,

是我们面临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 .

发展我国的材料科学
,

一方面要依靠国内广大的科技人员
,

而海外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

留学人员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

为了广泛团结海内外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青年华人科学家
,

共同为中国的材料科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