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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分子领域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在我国内

地陆续召开

国际学术会议是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交

流
、

展示水平
、

扩大国际影响
、

创造合作机会的活动
。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学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
,

我

国申办重要国际会议的成功率逐年提高
。

对高分子

科学领域来讲
,

近期先后有
“ 2 0 02 高分子世界大会

”

“

合成金属国际学术会议
” “

太平洋高分子大会
”

等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
。

这些会议是本领域国际上最高水

平或具有重要影响的系列大会
。

我委对这些会议都

给
一

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
。

如 20 02 年 6 月 29 日一 7 月 5 日在上海成功举

行 r
“

国际合成金属大会
” 。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
“

用有机光电材料开拓信息

科技新方向
” 。

会议收到论文 1 2 45 篇
,

与会人数达

1 20 0多人
,

其 中半数 以上是年青学者
,

与会国外代

表有 40 个国家 的科学家 800 多 人
,

国内 (含大陆和

港澳台地 区 )科学家 3 00 多人
。

3 位因在导 电高分

子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获 2 000 年诺 贝尔化学奖的黑

格
、

麦克德尔米德
、

白川英树教授等到会作了报告
。

有 11 位杰出科学家作了大会报告
,

88 位科学家作

了邀请报告
,

其 中 10 位是 国内科学家
。

会后
,

3 位

诺 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2 0 02 世界高

分子大会
。

我国科学家在合成金属领域作出了不少世界上

有影响的土二作
。

我委曾先后资助了该领域的 5 项重

大项 目
、

多项重点项 目和一大批面上项目
,

项 目成果

多次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
。

又如 2 0 0 2 世界 高分子大会是国际纯粹与应用

化学联合会高分子委员会主持的一项系列性和全球

性的学术活动
,

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高分子学

术大会
。

近年来
,

参加大 会的人数一般均在 1 000

人左右
,

包括了世界各国的著名高分子学者
。

大会

每两年举行一次
,

由各成员组织申请主办
。

经多年

申办
,

我国于 19 9 5 年得到了 20 02 世界高分子大 会

举办权
,

这是我国首次举办世界高分子大会
,

又是新

世纪的首次世界高分子大会
,

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

意义
。

这 次会议 已 于 20 02 年 7 月 7一 12 日在北京

国际会议 中心隆重举行
。

这次大会的学术内容涵盖了高分子科学和高分

子材料科学的各主要领域
,

涉及化学
、

物理学和工程

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
,

并着重 于高分子在 21 世纪的

发展
。

具体的议题包括聚合的新方法和控制
、

高分

子的结构和性能
、

高分子的自组装和构筑
、

生物有关

的高分子
、

高分子共混物和杂化材料
、

功能和智能高

分子
、

聚合物与环境等
。

举办这一大会是一个国家高分子科学技术和高

分子工业水平的标志
,

它也将大大促进我国高分子

相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

合作
。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

中国的高分子 材料工

业
,

尤其是三大合成材料无论是生产能力
、

产量还是

生产技术都有了显著提高
。

中国已是高分子材料的

生产和消费大国
。

再如在我国内地举行 了五届国际高分子物理学

术会
。

自 1 99 3 年以来
,

国际高分子物理学术研讨会

每隔两年在我国召开一次
,

在国际上 已产生一定的

影响
,

是同类学术会议 中水平高
、

规模大的会议
,

吸

引了国际一流的高分子物理学家来进行学术交流
,

促进 了国际合作
,

推动我国高分子物理学研究走向

世界前列
,

与会代表 已 从 19 93 年的 50 人 增 加到

20 0 2 年的 1 82 人
。

另外
,

还有定期举行的
“

亚洲聚合反应学术讨论

会
” “

国际功能高分子与精细化学学术讨论会
” “

国际

高分子化学学术讨论会
” “

中旧
一

俄高分子学术讨论

会
” “

东亚高分子学术讨论会
” “

国际工程塑料学术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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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
” “

太平洋高分子大会
” “

国际聚合物加工学术研

讨会
” “

中
一

日有机固体学术研 讨会
” “

功能高分子发

展前沿国际研讨会
”

等系列学术会议也 已在我国召

开
。

还举行 了中国
一

加拿大
、

中国
一

德国等双边高分

子学术讨论会
。

2导电高分子国际合作重大项 目启动

我国惟一以诺 贝尔奖得主名字命名的吉林大学
一

麦克德尔米德实验室 已于 2 0 01年 n月 12日正式

揭牌
。

吉林大学 已在新校园专门为吉林大学
一

麦 克

德尔米德实验室投资建 了约 一万平方米的 实验大

楼
,

配备了国际一流的仪器
。

麦克德尔米德先生是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

授
,

长期从事高分子领域的研究
,

自 19 77 年以来
,

一

直致力于导 电高分子研 究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突破

性成果
,

于 20 00 年与黑格尔和白川先生共同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
。

多年来
,

麦克德尔米德教授对我国非常友好
,

与

我国许多科研单位保持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
。

吉林

大学在麦克德尔米德教授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前就 已

聘任他做荣誉教授
。

该实验室的筹建消息传出后
,

许多在美国著名

大学及国家实验室的学者都愿意一同到吉林大学共

同建设吉林大学
一

麦克德尔米德实验室
。

吉林大学
一

麦克德尔米德实验室是在吉林大学

高分子研究与教学基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麦克

德尔米德先 生已对此 实验 室的发展倾注 了大量 心

血
。

此实验室的成立
,

对通过与国外高水平学者的

密切合作
,

提高我国光 电高分子科学 与纳米科技研

究水平
,

形成新型的高水平研究基地有重要意义
。

鉴于该实验室的实质性
、

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
,

我委对他们的国际合作重大项 目申请予以资助
。

3 “

两个基地
”

合作项 目与海外青年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项 目成效显著

为吸引和资助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先后推出了
“

留学人员短期 回国

讲学资助项 目
” “

两个基地合作项 目
”

与
“

海外青年学

者合作研究基金项 目
” 。

这些项 目的实施 为促进合

作
、

利用海外华人科技 人才资源和推动我 国科学技

术研究发展乃至科学研究管理与国际逐步接轨都起

了很大作用
。

限于篇幅
、

仅介绍几位
。

( l) 美国 爵硕大学危岩教授
。

自 1 9 95 年 以来
,

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分子系开展合作

研究
。

曾获得过我委
“

两 个基地
”

合作项 目 ( 19 97 一

19 9 9) 和海外青 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 金项 目等 资助
。

通过合作项 目
,

危岩教授对促进国 内相关研究和人

才培养做出了很 多贡献
,

已合作发表了多篇论 文
。

他还应邀参加了 2 0 02 年化学科学部项 目评审会
。

( 2) 高分子 领域 国际 知名学 者韩志 超 (hC alr es

C
.

氏n) 先生
,

多次来我 国内地 进行合作研 究与讲

学
。 “

两个基地
”

合作项 目为他提供 了为祖国高分子

科学发展服务的机会
,

也 为他深入了解祖国科学与

社会发展
,

下决心回到祖国工作起 了很大作用
。

他曾任美国 国家 标准 技术局 ( N l贯 )高级研 究

员
。

任 10 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
,

于 2 002 年 回国
,

现

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和高分子科学与材

料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

他提出将把高分子科学

与材料联合实验室办成国际上高水平的研 究基地
。

( 3) 程正迪教授已获得两期
“

两个基地
”

的资助
,

在国内 10 多个单位兼任客座教授
,

他是高分子领域

国际上最重要研究基地之一的美国阿克隆大学高分

子学院的讲座教授
,

任十余个学术期刊的编委或主

编
。

曾获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
,

主要从事高分子

凝聚态物理的研究
,

许多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

有些研究成果受到工业 界重视并获得应用
,

如高性

能聚酚亚胺纤维复合材料被美国宇航局选为新一代

超音速飞机引擎外壳的防爆结构材料 ;性能
一

价格 比

极其优异的聚酞亚胺光学迟滞膜
,

极大改善液 晶显

示器的视角与衬度 因而迅速获得产业化
。

他还专门

为国内读者撰写了学科发展前沿综述 【̀」
。

( 4) 王植源教授是从北京到 国外 留学的华裔科

学家
,

主要从事旋光性聚酞亚胺材料
、

光通讯高分子

材料
、

耐热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

取得了在国际上有重

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

他从 1 9 94 年起就参与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之后参与多项基金研究
,

是我委
“

两个基地
”

项 目受资助者
,

并因参与的基金项 目成

果为我国高分子新材料研制和产业化做出了重要贡

献而荣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
“

友谊奖
” ,

现兼任

大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光电互连研 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
,

浙江大学等

校客座教授
,

是加拿大高分子学会会长
,

卡尔顿大学

有机材料研究教授
,

加拿大一级讲座教授
,

国际上

多个学术组织 的成员和学术期刊 的编 委
。

2 0 02 年

获得我委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资助
。

他还专

门为国内读者撰写了研究进展和学科前沿综述曰
。

( 5) 在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下
,

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杨振忠与美 国 uT lan e 大学卢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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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成果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等重要刊物上
。

2() 01 年初的第 15 6 次香山科学会议主题是高分

子科学发展趋势
,

有 10 多位海外华人参加
,

对 国际

高分 子科学前沿和近期国内高分子科学发展方向发

表 厂有益的意见
。

4 合作研究与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了国

内研究

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 中青年高分子学者积极参

与国际学术会议
。

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高

水平论文固然能起到 交流作用
,

也有可能引起 国际

同行的注意并认可
,

进而确立学术地位
,

但国际学术

会议的舞台作用 日益重要
,

在科学文献浩如烟海的

时代
,

做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可能浏览相关领域的所

有论文
,

科学论文反映的学术动态因出版周期有滞

后性
、

刊物覆盖局限性
、

分散性或研究成果不适于正

式发表等原因远不如参加学术会议所反映的学术动

态快和集中
,

多数学者只通过搜索工具查询文献并

阅读涉及某一课题的文献
,

而对学术前沿动态的了

解和对某一研究者学术水平的认可则多是通过参加

学术会议听取报告
、

提问讨论及会下交流而进行的
。

基于以上原因
,

鼓励和资助我国学者出国积极参加

学术会议就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

活跃的国际合作使我国高分子科学学者走上国

际学术舞台
,

并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和影

响
,

例如
:

中国科学院王佛松院士担任太平洋地区高

分子联合会 ( 1〕 1〕F )主席 ; 王佛松院士 等多位学者担

任国际高分子学术期刊编委或地区编辑 ;复旦大学

邵正中教授长期开展天然纤维研究
,

通过与英 国牛

津大学合作
,

取得了重要进展
,

在 《自然》等期刊发表

了研究结 果 ;南京大学薛奇教授通过与美国多个实

验室合作研究
,

在《美国化学会志》合作发表论文 ;浙

江大学高长有教授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在 《德国应用

化学》发表论文 ;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实验室

沈家媳
、

张希在与德国等的合作对实验室建设方面

的作用有很好的经验 3j[
。

他们已组织了两次
“

超分

子体系国际香 山科学会议
” ,

多 次参加中国
一

美 国科

学前沿讨论会 ; 由于研究成果突出
、

在国际交流中活

跃
,

上海交通大学严德岳教授于 20 02 年 9 月被比利

时 eL u二 n
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钱人元院士
、

北京大学冯新德院士
、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江英彦先生
、

中国科学院王佛松院士等获

得 日本高分子学会国际奖
,

该奖是 日本高分子学会

的最高荣誉奖
,

授予在高分子科学研 究方面取得卓

越学术成就并为发展高分子科学国际合作与交流方

面作出贡献的高分子科学领域的学者
。

5 建 议

继续加大对在我国举行 的重要学 术会议的资

助 ;在资助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方面
,

今后可能要重点

注重重要国际会议
,

即适 当组织和鼓 励我国有一定

水平的学者以一定的团队规模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

在研究水平已经提高的情况下
,

长期坚持以大规模

高水平团队参加重要学术活动
,

才能提高国际同行

的认可程度
,

而对一般国际学术会议只资助代表参

加 ; 要继续鼓励和组织双边学术会议
,

因为双边学术

会议人数不多
,

涉及领域不是太宽
,

能使与会者深入

交流和了解并建立友谊 ;建议对热心国际学术组织

活动的中年学者应给予长期的重点的 支持
,

以争取

将我国学者推上重要国际学术组织未来的学术领导

地位 ;对国际合作项 目申请
,

着重考察是否有实质性

内容 ;对于近期国际学术期刊在我国纷纷设立编辑

部地区分部的动向
,

应给予重视并开拓资助渠道
:

由

于近年来我国学术活跃程度和水平及地位的不断提

高
,

许多本部在发达 国家的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或正

在考虑在我国设立编辑部地 区分部
,

越来越 多的国

内学者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

副主编或地区责

任主编
,

更多的参与到了国际学术性合作管理活动
,

这是以前的国际合作项 目尚未涵盖的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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