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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和提升化工领域原始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共同
攻坚“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西部振兴发展战略，加快交
叉融合与创新变革，实现基础与应用的紧密结合和多学科交
叉深度融合，中国化工学会拟于2024年11月在陕西省西安市
举办“2024（第三届）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新大会”。目前
该大会已成为我国化工领域高水平、多学科、跨领域的品牌
学术盛会。 

大会拟从分子化学工程、过程工程及智能制造、产品工
程、绿色化工分离工程、智能化工装备与安全、“双碳”发
展、先进化工材料、医药化工、绿色能源化工等关键共性领
域组织专家报告和深入交流。现将“2024中国化工学会科技
创新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基本情况 

会议名称：2024（第三届）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新大会 
会议主题：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学会 
承办（拟）：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石油长庆石化公司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拟）: 陕西省化工学会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四研究所 
上海迈瑞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 会议主席 

大会主席: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戴厚良院士   
执行主席: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张立群院士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四研究所 吕  剑院士 
专业分会主席：  

中国工程院                    陈建峰院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锁江院士 
大连理工大学                  彭孝军院士 
浙江大学                      任其龙院士 
华东理工大学                  涂善东院士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谢在库院士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杨为民院士 
浙江工业大学                  郑裕国院士 

      西安交通大学                  张立群院士 
 



三、 大会安排 

（一）报到日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会 

（二）开幕式及主会场 

1. 领导致辞 
2. 颁奖典礼 
“中国化工学会会士”授予仪式 
“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三）特邀报告会 

围绕本届大会主题，邀请杰出专家代表对近年来化工领
域在共性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前沿研究及产业化方面
新的贡献、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的领域等选题，作大会主旨报告。 

（四）专题分会 

1. 分子化学工程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建峰 

从分子水平研究产品的设计和过程设计，特别是纳微尺
度下的“三传一反”（动量、质量、热量传递与反应）规律的
认知和调控，实现在工业装备内对化学产品和材料分子结构
的精准可控，开展化学合成过程的原子经济性和分子精确结
构高性能产品的绿色制造，构建起从分子到工厂的“分子化学
工程”学科知识体系，为解决化工安全绿色生产及高端关键化
学品的“卡脖子”问题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2. 过程工程及智能制造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锁江 



重点研讨基于成本竞争出发的基础化工原料领域涉及
的供应、拓展、优选、替代方案等，及从工艺出发的提质增
效等。重点关注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层气、
页岩气等能源化工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进展，实用的
工程和生产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催化、净化、节能减排等过
程强化技术。同时围绕化工智能制造技术，讨论如何通过智
能制造技术提高行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
推动化工智能制造技术在电子化学品与材料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和发展。 

3. 产品工程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孝军 

以下游产品需求为导向，从产品的组合（配方、加工、
形态学）、性能（标准、测试）、应用（方法、服务、研发）、
无害化、再利用等方面对产品进行设计和开发，通过新技术
降低产品的开发周期，提高设计水平，提升产品的高值化、
差异化。 

4. 绿色化工分离工程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任其龙 

绿色化学是当今国际化学、化工研究的前沿，从根本上
来减少或消除化学产品在设计、生产和应用中有害物质的使
用与产生，使所研究开发的化学产品和工艺过程更加环境友
好。分离技术是绿色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是获得高
质量、高纯度化工产品的重要手段。本分会将重点讨论膜分
离技术、超临界流体技术、短程蒸馏技术、树脂吸附技术、
微波萃取技术等近年来主要的迅速发展的绿色分离技术进
展及应用。 



5. 智能化工装备与安全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涂善东 

围绕高效化工装备、本质安全化提升关键技术与装备、
风险监测预警技术与装备、生产装备全寿命周期完整性保障
技术等，加快推进国产先进装备的创新与应用，推进成套装
备的研发和成果转化，提升智能化成套技术装备的支撑能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智能化工系统工程和智慧化工园区建
设。 

6.  “双碳”发展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在库 

化工科技是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节能降碳技
术的加速应用最重要的力量。该分会将围绕化工领域节能减
排、绿色工艺、综合利用、低碳发展、生物质催化转化、CCUS
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业转
化等多方面内容和关键科学问题进行讨论，探索化工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同时聚焦氢能和氨氢融合新能源核
心技术创新及在燃料电池汽车、交通运输及高温工业领域等
方面的应用。 

7. 化工先进材料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为民 

《“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到 2025 年，石化化工行业要基本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强、结构布局合理、绿色安全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未来
化工行业将强化分类施策，大力发展化工先进材料和精细化
学品，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本质安全和清洁生产水平。
本分会将围绕石化、煤化工转型及化工先进材料的转型升级



进行讨论，为推进我国由石化化工大国向强国迈进贡献专家
和企业智慧。 

8. 医药化工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裕国 

围绕医药化工技术及装备发展、创新技术前沿及行业应
用，积极推动医药化工领域基础研究至工业化应用的协调发
展。重点研讨医药原料药创新、生物医药、医药有机化工、
医药材料化工、医药过程装备与控制、医药分析与检验检测
等方向协同创新问题及创新技术，交流新形势下医药化工产
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趋势。 

9. 绿色能源化工分会 
分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立群 

在“双碳”目标下，新质生产力被赋予了“绿色”的时代底
色，能源化工行业亟需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更高效能、更
高质量的绿色低碳之路。本分会将重点研讨化石资源低碳转
化与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催化技术、风光电与化工耦合技术、
二氧化碳催化转化技术、制氢及高效储氢技术、绿色生物制
造、新能源材料等方向的新技术、新思路和新趋势，为我国
能源化工行业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创新力量。 

（五）特色活动 

特色活动一： 青年创新人才技术沙龙（青年委员会） 
青年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和科研攻关中具有重要作用，

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本分会旨在推动化工领域
青年科技工作者全面参与科技强国建设，帮助学术界和产业
界更加系统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应用，提升化工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



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特色活动二： 企业创新主体沙龙（中石油、中石化、

延长石油、陕西煤化等企业） 
创新是国家之本、民族之魂，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制

胜的法宝。如何理顺机制和政策，落实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
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需要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本沙龙将围绕当前的政策、技术、市场等诸方面讨论企业的
科技创新。 
特色活动三：化工新材料融合创新圆桌论坛 
围绕化工新材料的融合发展，邀请院士等高端智库讨论

发展思路和建议，绘就路线图 
（六）大会闭幕式 

围绕“四个面向”，聚集化工领域共性关键技术取得的
科技创新成果，特邀大会报告。 

（七）实地调研交流 
组织专家走进高校、园区和企业实地对接交流。 
（八）配套“中国化工科技创新展览会”    
中国化工科技创新展览会依托于“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

新大会”，是其重要活动之一。展览会将围绕化工科技的研发
与创新、先进的化工工艺、先进的化工装备和仪器、先进的
化工材料、化工安全与环保、智慧化工与智能制造等方面进
行展示，搭建技术发布平台和展现化工行业创新发展的有力
平台。 
四、其他事宜 

（一）协办征集：欢迎学会各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各
省市化工学会、石油化工领域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等积极申报协助大会。 
（二）论文征集：“2024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新大会”论

文征集同步启动，详见征文通知。 
（ 三 ） 会 议 注 册 ： 请 登 录 中 国 化 工 学 会 网 站

（http://www.ciesc.cn/meeting/CIESC2024/），根据会议引导信
息进行注册。 

（四）会议注册费： 

代表类型 
提前缴费 

(2024年 9月 30日前) 

现场缴费 

(2024年 9月 30日后) 

普通代表 2500 RMB 3000 RMB 

专业会员 2000 RMB 2500 RMB 

学生会员 1500 RMB 1800 RMB 

中国化工学会会员入会方式参见：http://www.ciesc.cn/member/ 

 

五、会务联系人 

杨贵东（西安交通大学） 029-88965843,  guidongyang@xjtu.edu.cn 

任云峰（中国化工学会） 010-64438624,  renyf@ciesc.cn 

  
附件：2024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新大会征文通知 

 
 
中国化工学会 

2024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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