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024年年报

一、学会工作概述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学会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承上启下的

一年。一年来，学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中国科协、民政部、

中国机械联的有关部署，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调动学会系统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得积极成效。

2024年，新增个人会员8516人，单位会员72家。同比增长

22.7%和24.1%。截至2024年底，学会共有个人会员74404人，单

位会员1592家。按照民政部和中国科协有关要求，完成届中负责

人调整，增强了学会办事机构的领导力量。完成了2个分会的成

立，12个分会的换届，13个分会72名委员的届中调整工作。

2024年，共举办国内学术会议80余场次，参会人数接近3万

人次，交流论文5000多篇。2024年，学会主办的31种期刊为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4种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第二期

项目，发布了《机械工程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第二

版）》。学会高端学术著作出版计划正式启动，27个选题入选。

2024年，新立项团体标准83项，完成研制75项。到2024年底，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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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立项390项，完成214项。组织完成科技成果鉴定58项。完成197

所高校378个专业的持续改进报告审核、年度报备审核、进校考

查和认证结论审议工作。举办7期“机械类专业建设研讨会”，

310所高校相关学院院长、系主任等1000余人参加。完成“突破

未来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短板的路径研究”等17项咨询课题，形成

专报建议7份，其中1份被中央相关部门采纳。发展42名具备国际

互认条件的工程会员；完成各类工程师水平评价5005人。完成中

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11个赛项活动，参赛总人数达到

57575人次。组织完成第七届毕业设计大赛，119所高校2097项作

品参加大赛。启动中国机械行业产教融合教育教学创新大赛，首

届大赛参赛高校140所，包括985高校21所，211高校47所，双一

流高校49所。参与企业400余家。

二、组织架构

（一）组织机构。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监事会

办事机构（秘书处）

工作委员会专业分会

北京中机天达

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期刊编辑部

/杂志社

省区市学会

（团体会员）

(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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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机构（秘书处）下设13个部门：

学术处。主要负责学术活动、学科进展研究、创新助力、青

年人才托举等方面的工作。承担学术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秘书工作。

科普与评价处。主要负责科普工作规划、科普项目管理、科

技奖励、成果鉴定、人才举荐等方面的工作。承担科普工作委员

会、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秘书工作。

咨询处。主要负责智库咨询的研究工作、咨询活动组织、智

库成果推广等方面的工作。承担咨询工作委员会秘书工作。

教育与培训处。主要负责工程教育认证、工程师能力评价、

继续教育、大学生科技竞赛等方面的工作。承担教育培训工作委

员会的秘书工作。

信息与期刊处。主要负责学会信息化工作规划、信息化系统

及知识服务平台建设、期刊和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承担信息

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秘书工作。

展览处。主要负责国内外展览组织、展览业务拓展等方面的

工作。承担展览工作委员会秘书工作。

国际联络处。主要负责国际交流和联络、外事计划管理、外

事活动接待等方面的工作。承担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工作。

规划发展处。主要负责规划制定、综合性项目管理、专项管

理等方面的工作。承担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秘书处工

作。

综合管理处。主要负责行政、后勤、会员、组织、人事、档

案等方面的工作。承担组织工作委员会、会员会籍工作委员会秘

书工作和监事会的服务工作。

资产财务处。主要负责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党群（纪检监察）处。主要负责党建、纪检监察、群团、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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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等方面的工作。

标准处。主要负责团体标准工作，组织分支机构、企业、专

家等制定和发布团体标准，承担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工作。

北京埃森展项目组。主要负责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的全面组织管理。

（二）领导机构。

理事长：

林忠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理事长（14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国彪 天津大学

王德成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毛 明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尤 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宗全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华勇 浙江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学东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忠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项昌乐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贾振元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庆学 太原理工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庄德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雒建斌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旭光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秘书长：

张喜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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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会。

监事长：

郭东明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监事长：

涂善东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监事：

李冬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女）

杜 兵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入通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四）分支机构。

工作委员会（13个）：

学术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科技咨询工作委员会

信息工作委员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会员会籍工作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

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展览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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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会（41个）：

铸造分会

焊接分会

塑性工程分会

生产工程分会

热处理分会

机械设计分会

机械传动分会

理化检验分会

粉末冶金分会

无损检测分会

摩擦学分会

特种加工分会

设备智能运维分会

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

压力容器分会

物流工程分会

工业炉分会

材料分会

流体工程分会

工业设计分会

失效分析分会

科技信息分会

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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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工程分会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环境保护与绿色制造技术分会

机械史分会

工业工程分会

表面工程分会

成组与智能集成技术分会

再制造工程分会

微纳制造技术分会

生物制造工程分会

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机器人分会

游乐机械工程分会

极端制造分会

工业大数据与智能系统分会

空间机构分会

金刚石及制品分会

医工装备分会

三、党建工作

学会党委召开4次党委会议，传达中国科协有关要求，研究

2024年度党建工作安排，审议“三重一大”事项，发挥了把方向、

管大局的重要作用。办事机构党总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每月至少召开1次党总支会议，

抓好学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的落实，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监督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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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把好意识形态关，确保了学会各项业务工作按照正确政治方

向推进。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能够及时召开会议，安排党性教

育学习，前置审议分会换届、重要人事调整、举办重大学术活动

等事项，促进了分会工作质量的提升。学会各级组织积极开展“百

名科学家讲党课”活动，全年共组织活动12场，受众12000余人。

四、学会的主要工作

（一）智库及决策咨询。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中现有院士83名。

2024年完成“突破未来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短板的路径研究”

“高端轴承技术发展趋势及产业跟踪研究”“我国智能制造领域

科研人员队伍状况调研”“2024年工业机器人技术学科发展研究”

“面向‘十五五’工业母机科技规划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等17

项咨询课题，形成专报建议7份，其中1份被中央相关部门采纳。

2024年，组织专家继续完成工信部“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

支撑工作”项目，完成3台机床制造成熟度的评价；科技部“高

端数控机床战略研究项目”完成3个研究报告（共8万字）的修改

完善。

（二）学术交流。

全年共举办国内学术活动80余场，参会人数接近3万人次。

成功举办202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年会，27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了主

旨报告分享。成功举办“第八届全国增材制造青年科学家论坛”

“第十六届全国摩擦学大会”“2024年全国青年摩擦学会议”“第

十四届全国青年表面工程学术会议”“第十三届全国流体传动与

控制学术会议”“第五届中国机器人学术年会”“第六届微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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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技术与智能制造院士高端对话会”“2024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机械传动分会年会”“第二十八次全国焊接学术会议”等学术会

议。

全年举办国际会议16场，参会人员共计8300人次。其中较有

影响的有：第六届国际增材制造与生物制造会议、智能制造灯塔

工厂高峰对话暨AI时代工业智能化发展论坛、第24届中国机构与

机器科学及应用国际会议、IFWT 2024焊接国际论坛、中德智能

制造与绿色环境发展论坛、第一届生物与仿生摩擦学国际会议、

第七届亚洲国际摩擦学大会暨第九届中国国际摩擦学大会、第四

届绿色制造国际会议、第三届世界状态监测大会、第九届表面工

程国际会议、2024国际硬钎焊、扩散焊及微纳连接会议、世界科

技与发展论坛智能制造分会场、第75届世界铸造会议、绿色过程

价值链论坛、第22届全国残余应力学术会议暨国际残余应力研讨

会、国际焊接前沿技术论坛暨IIW2024年研究进展交流会等。

（三）科普活动。

举办11场线下科普报告（9场面向青少年4000余人、2场面向

公务员500余人）、创作120个科普短视频和23张科普展板、协调

开放3处大科学装置等科技资源、1份专题研究报告和1份科普组

织实施情况报告。在湖南长沙、湘潭、常德、甘肃张掖、民乐县、

山丹县的9所中小学开设了20场科普课堂，共有8000余人参加活

动。

组织开展第五届“云说新科技”科普传播大赛，共有9个赛

区组织创作产生389个科普短视频，并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

传播，2024年网络访问量247.1万人次，总票数198.5万票。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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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科普日优秀科普活动。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会副理事长兼执行副秘书长陆大明带队赴德国参加2024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4月20日-5月1日）、赴日本开展物流工程技

术与工作交流并签署合作协议（9月9-13日）。学会组织代表团

15人赴德国开展高端数控机床技术与发展交流（10月13-20日）。

5月23日，参加第10次世界物料搬运联盟（WMHA）线上工作

会议，欧盟、美、日及中方分别分享了各自国家和地区物流行业

的发展情况，标准的进展情况。

全年接待了来自4个国家与地区的27人次外宾来访：德国工

程师协会代表1人（5月9日）、澳门机电工程师学会代表团7人（5

月28日）、国际焊接学会代表（意大利、奥地利）2人（5月31

日）、弗劳恩霍夫机床和成型技术研究所代表团3人（9月9日）、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代表2人（9月23日）、德国工程师协

会代表团12人（10月23—27日）。

（五）技术经济融合。

2024年，新立项团体标准83项，完成研制75项。组织完成科

技成果鉴定58项。

2024年，6月19-21日，在济南举办首届北方国际物流和运输

技术博览会，展会以“新济南、新物流、新时代”为主题，吸引

了近300家海内外物流装备、物流车辆与配套的装备制造业企业

参展，展览面积近4万m2。8月13-17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第27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展出面积超过6万m
2
，

参展企业620家，到场观众近3万人，其中海外观众2105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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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会议、论坛、讲座、活动近30场。11月5-8日在上海举办2024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展示面积超8万m
2
，超9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了物流及装备领域最新技术

与未来发展趋势。

（六）表彰奖励。

2024年，学会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同设立的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共受理申报项目1232项，最终430个项目获奖，其中，

特等奖5项、一等奖40项、二等奖197项、三等奖188项。

学会设立的好设计奖，2024年共受理257项，其中，评出金

奖10项、银奖20项。

推荐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名，推荐第二十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2名，推荐2024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杰出青年

中关村奖1名。

（七）人才培养。

2024年，推荐8人入选第十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

目。

作为机械类专业认证委员会秘书处，2024年，学会完成197

所高校378个专业的持续改进报告审核、年度报备审核、进校考

查和认证结论审议工作。召开了3次结论审议会议，形成各阶段

认证结论建议。组织3期专家培训会、2期核心专家研讨会、开展

3项课题研究等。在杭州、西安等地举办7期“机械类专业建设研

讨会”，310所高校相关学院院长、系主任等1000余人参加。

完成《机械工程类工程能力评价规范》T/CMES00002—2024

修订和发布；启动修订《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程能力水平评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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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结合机械工程领域“走出去”需求，完成4个国际合

作项目调研，建立了91名工程师名录。发展42名具备国际互认条

件的工程会员；完成各类工程师水平评价5005人。

2024年，完成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11个赛项活

动，参赛总人数达到57575人次（根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统计

信息，2024年机械类毕业生为30万左右），参赛高校达627所。

五、会员服务

组织开展2024会员服务月活动，铸造分会等8个分会、山西

省机械工程学会等9个省区市学会参与举办各类线下活动20余

场。线上直播11场。学会继续向会员赠阅《机械工程导报》《制

造业简报》《制造业技术动态》《先进制造信息参考》等电子刊，

全年共提供86期。为会员发放《2025年效率手册》和《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组织机构通讯录》。

制定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青年会员工作站管理办法（试

行）》，设立了粤港澳青年会员工作站（生产工程领域）、包头

青年会员工作站（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举办了首届粤港澳机

械工程青年人才发展论坛。

六、期刊出版

学会主办的38种科技期刊，2024年总印数约70万册，刊载论

文11000多篇，学术影响和期刊质量总体上居同类期刊前列。

2024年，申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计划二期项目，学会期刊《机

械工程学报》入选中文领军期刊，《中国机械工程》《焊接学报》

入选中文梯队期刊，《中国机械工程学报（英文）》入选英文梯

队期刊。发布机械工程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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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41种期刊。

完成21种期刊社会效益评价工作，复核结果6种期刊为优秀，

15种期刊为良好。组织16种期刊参加科协年度期刊审读抽查工

作，《中国机械工程》获得优秀，其他期刊为合格。

七、组织建设

2024年组织召开1次理事会、2次常务理事会、1次总干事秘

书长会议、1次工作总部总结会、18次秘书长办公会、6次中层干

部工作例会，为年度工作计划任务的传达和落实提供了保障。认

真做好相关规章制度的制修订。完成了8项待发布规章制度的意

见征集。

按照民政部和中国科协有关要求，完成届中负责人调整，增

强了学会办事机构的领导力量。制定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专业

分会组织工作指南（试行）》，完成了2个分会的成立，12个分

会的换届，13个分会72名委员的届中调整工作。

八、财务报告

2024年实现收入9340.39万元，比2023年增加820.93万元，

增长9.64%。其中：捐赠收入39.30万元，会费收入329.12万元，

提供服务收入7679.48万元，政府补助收入1003.97万元，投资收

益137.29万元，其他收入151.23万元。

2024年各项成本、费用合计8721.88万元，比2023年增加1479

万元，增长20.42%。其中：业务活动成本6411.99万元，管理费

用2315.81万元，筹资费用-5.93万元。

2024年实现结余618.51万元。

九、会费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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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费收支情况

（一）会费收支情况

2024年，会费收入329.12万元。

（二）会费使用情况

按照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章程规定，会员会费用于为会员提供

服务经费的开支。2024年会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为会员提供会刊及信息资料服务支出:《前沿科技信息服

务费》14万元，《机械工程导报》设计印刷费翻译费11.71万元，

《中国机械工程》期刊费5万元；

2.会员手册印刷、邮寄费12.84万元；

3.会员平台信息化系统建设费、安全防护、存储、运维费

49.13万元；

4.分会会议、活动支出151.5万元。

十、获得有关表彰奖励情况

获评2024年全国科普日优秀科普活动。

《景区玻璃类游乐和观景设施建造单位能力条件要求》、《景

区玻璃类观景设施安全规范》入选文旅部和工信部2024年“文化

和旅游装备技术提升”优秀案例。

《机床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规范》入选工信部2024年度“团

体标准应用推广典型案例”。

“工业母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研究成果荣获工信部产业人

才需求预测办公室2024优秀研究成果奖。

十一、大事记

3月29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024年总干事秘书长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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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资阳市召开，来自分支机构和省区市学会的代表及办事

机构各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150余人参会。

4月26-28日，由增材制造技术分会、特种加工分会等单位共

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增材制造青年科学家论坛在湖北武汉举办，

大会由主旨报告和6个分会场组成，全国增材制造领域1000余名

青年学者参会。

5月11-12日，由表面工程分会主办的第十四届全国青年表面

工程学术会议在浙江宁波举办，大会主题是“表面工程的低碳、

智能与创新发展”。共设有1个主会场和18个分会场，共展示学

术成果632项，其中主旨报告2个、大会特邀报告13个、分会场特

邀报告215个、分会场口头报告359个、43篇poster展示。1200

余人参会。

5-6月，开展 2024 年会员服务月活动，以 “才聚机械、智

汇创新” 为主题，涵盖线上线下学术会议、研讨交流、科技咨

询和培训、科普讲座、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等多种形

式。参与人员1.5万人次。

7月1日，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国际智能制造联盟主办，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承办的“智能制造灯塔工厂高峰对话暨AI

时代工业智能化发展论坛”在杭州召开。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长林忠钦院士，荣誉理事长李培根院士，副理事长陈学东院士，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智能制造联盟主席杨华勇院

士、原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先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

执行副秘书长陆大明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院

长倪军教授出席论坛。来自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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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论坛。

7月8-9日，2024中德智能制造与绿色环境发展论坛暨中德合

作办学二十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常州举办，论坛以“智能制造 绿

色低碳 中德同行 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驻会副

理事长陆大明，德国德意志工程师协会（VDI）中国联谊会联合

主席奥利佛.希尔曼（Oliver Schirmer），国际智能制造联盟主

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以及中德智能制造和环境工程领域的

知名专家、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国内相关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8月2-4日，第五届中国机器人学术年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器人分会等多个组织共同

主办，以 “人机智融 探索未知” 为主题，邀请了众多院士和

专家，开展了主旨报告、主题报告、分论坛特邀报告以及专家论

坛、机器人技术展览、学术海报展览等活动。参会人数达2500

多人。

8月14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品牌学术活动“科创中国”-IFWT

2024焊接国际论坛于上海成功举行。主题为“智慧焊接，聚焦航

空”，来自国内外200余名焊接领域专家学者参加。

8月18-20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024 年第一次工程教育认

证专家研讨会在贵阳举办，由贵州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承办。来

自多所高校及行业企业的 60 余位认证核心专家与会。

8月25日，由微纳制造技术分会主办的第六届微纳传感技术

与智能制造院士高端对话会在山东烟台举办，7位中外院士出席，

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 赋能高质量发展 ”展开讨论，共有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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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会。

9月 11-13 日，第一届生物与仿生摩擦学国际会议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ribology and

Bionic-tribology, ICoBB）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主办，西南交通大学、《Biosurface

and Biotribology》期刊承办，本次会议设置大会报告共计8个，

邀请报告14个，包含4个分会场和壁报展示环节。来自美国、英

国、日本、荷兰、奥地利的国外代表，以及我国生物与仿生摩擦

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和研究生等100余人参加了论坛，深入探讨生

物摩擦学与仿生摩擦学前沿问题，交流研究经验和体会。

9月15-18日，第七届亚洲国际摩擦学大会暨第九届中国国际

摩擦学大会(ASIATRIB & CICT2024)在天津召开。大会由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主办、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承

办，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

实验室、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鼎力协办。来自中国、

日本、韩国、印度、美国、英国、瑞士、瑞典、德国、巴西等来

自25个国家/地区、80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会，探讨最新前沿科技、

互通学科创新思路，共促世界摩擦学应用技术升级与产业发展。

9月19—21日，由机械传动分会主办的2024年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机械传动分会年会在重庆举办，会议以“绿动未来低碳梦，

智启传动新篇章”为主题，由主会场和14个分论坛组成， 共有

800余人参会。

9月20—22日，由焊接分会主办的第二十八次全国焊接学术

会议在河南洛阳举办，会议以“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焊接制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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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融合发展”为主题，会议设置大会院士报告和13个分会场，交

流报告420篇，来自320余家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共计900余

名焊接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10月15-18日，“第三届世界状态监测大会”（the 3rd World

Congress on Condition Monitoring，简称WCCM-2024）在北京

举行，本届大会由国际状态监测学会（ISCM）主办，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等单位承办。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理事长林忠钦院士、俄罗斯无损检测学会主席Vladimir

A. Syasko教授、澳大利亚无损检测学会CEO Stuart Norman先生

和美国无损检测学会董事John Kinsey先生以及来自英国、美国、

法国、日本和中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396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

议。

10月18-20日，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主办，大

连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承办的

第九届表面工程国际会议在大连召开，大会主题为“面向全球可

持续环境的绿色高效表面工程”。会议共设有1个主会场和5个分

论坛，共展示学术成果138项，其中大会报告9个、分会场特邀报

告52个、分会场口头报告59个、poster 18篇。来自美国、日本、

印度、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国内表面工程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等共计240余人参加会议。

10月25-27日，2024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年会在西安举行，主

题是 “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由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承办。众多院士、学会领导、理事、

监事以及全国机械工程科技工作者共计 800 余人参加。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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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了“2024 年度机械工程领域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

题” 以及《机械工程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第二版）》，

还举行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与德国工程师协会（VDI）的签约仪

式，年会期间召开了理事会会议、中德绿色过程价值链论坛等多

个会议和论坛。

10月25-30日，由世界铸造组织（WFO）主办，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铸造分会承办的第75届世界铸造会议在四川德阳召开。本届

会议以“发展中的铸造业”为主题，聚焦铸造科学技术、铸造工

程应用、铸造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征文459篇，组织了来自26个

国家的9场高水平大会报告和18个分论坛229篇报告。大会吸引了

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约1500名铸造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铸

造工作者到会交流，深入探讨铸造业发展趋势、热点问题，共享

研究成果与先进技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10月27日，年会期间召开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五次（扩大）会

议在西安召开。议案审议阶段，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届中

负责人调整”和“理事增补或辞任”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同意

增补王国彪为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并受林忠钦理事长

委托担任法定代表人，聘任张喜军为第十二届理事会秘书长。同

意何实、李健的理事辞任申请，并增补杨玉亭、戴勇、谢建新、

谭启文、冼道生、陈志辉为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

10月27-30日，由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

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议在河北秦皇岛举办，会议以“智慧流控，

力行天地”为主题，来自全国105所高校、89家企业和科研院所

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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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国际焊接前沿技术论坛暨IIW2024年研究进展交

流会在成都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主办，

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承办，焊接分会主任委员王国庆院士、焊接

分会副主任委员李晓延、徐连勇、熊华平，总干事吕晓春等领导、

专家出席了会议，来自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143余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

11月23-25日，第七届中国机械工程教育大会暨中国机械行

业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 2024 年理事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成功

召开，由浙江大学承办。大会以 “迎接智能时代，创新工程教

育” 为主题，围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

众多院士、联盟理事、高校领导、骨干教师以及企业专家等共 800

余人参加。大会举行颁奖仪式，对首届 “科德杯” 中国机械行

业产教融合教育教学创新大赛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

12月3日，2024 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在重庆召开的

2024 年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上举行颁奖仪式，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多位领导出席。同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 “未来产业发展论坛”，学会领导在论坛

上致辞并主持圆桌对话，与专家探讨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和前沿

技术产业化落地的相关问题。

十二、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号楼11层

邮政编码：100048

主页网址：http://www.cm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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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68799008

传 真：010-6879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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