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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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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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作出贡献
,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 9 9 4 年倡议发起并与国家教育委员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共同主办这次会议
。

会

议通知发出后
,

得到了海 内外青年材料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

到会海外代表 51 人
,

平均年龄 35
.

4 岁
,

分别来自美国
、

英国
、

日本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
; 国内代表 80 人

,

平均年

龄 34
.

6 岁
,

全部都取得博士学位或具备高级职称
,

其中 32 %是博士生导师
。

在西安召开的研讨会围绕未来材料科学技术展望
、

新材料与新技术
、

航天航空材料科学

技术
、

先进材料的检测与评价
、

功能材料科学与技术等 5 个主题
,

共进行了 24 篇大会报告
。

并分为金属材料科学技术
、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技术
、

高分子材料
、

特殊功能材料以及材料

分析与推测 的先进技术等 5 个领域进行了分会场交流与讨论
。

专家评价
,

无论是大会报告还

是分会报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

展示了当代材料科学发展的前沿
。

这次研讨交流会是中国材料科学领域的一次青年学者的盛会
,

是中国材料科学技术领域

跨世纪优秀人才的一次大团聚
,

1 20 多位学有所长
、

朝气蓬勃的海内外青年材料工作者满怀对

材料科学技术的强烈的爱业之心
,

振兴中华民族科学事业的爱国之志
,

深入研讨和交流了当

代材料科学技术发展的热点问题
,

共同商讨了祖国材料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对策
,

充实了学

术思想
,

广交了海内外同行朋友
,

尤其是海外代表在各地的交流访问活动中
,

直接和国内的

同行切磋交流
,

答疑解难
,

传递信息
,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赞誉
。

这次海 内外中华青年学者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交流会受到了地方和 中央有关部委的重视
。

代表们在西安期间
,

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专程看望了会议代表
。

在京活动期间
,

国家教委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与代表们进行了座谈
。

更令代表们兴奋

不已的是
,

国家主席江泽民 10 月 12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代表
,

并

与之进行了亲切交谈
。

江泽民主席说
,

材料科学技术是人类文 明的物质基础
,

面对将要到来

的 21 世纪
,

新材料研究与开发的水平是关系到中国在下个世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个重要具体

表现
。

在座的都很年轻
,

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六七岁
,

能和那么多青年科学家在一起见面交谈
,

我感到很高兴
。

无论在国内工作
,

还是在国外工作
,

希望大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

为祖国的

材料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

江泽民主席的接见和讲活无疑是对海内外青年学者的巨大鼓舞
,

也是对这次会议的充分

肯定
。

在会议进行期间
,

与会代表联名向有关部门提出
“

建立海 内外华人材料学者 I nt er en t 国

际信息网
”

的申请报告
,

表达了海内外学子拳拳的爱国之情
、

报国之心
。

可以相信
,

这次大

会的成功
,

对推动我国材料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对于促进材料科学技术的学科交叉渗透
,

对于促进海内外华人之间在专业技术领域的合作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 国际合作局 汤锡 芳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