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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2019-2022）

2019年1月7日 

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了换届会议，选举毛基业为第五届主任委员，黄丽华等为副主任委

员，王刊良为秘书长，许伟等为副秘书长。按照中国科协的规定，外籍人士（毛基业/加拿大籍）不得担任学

会或分支机构的主任委员。后经专业委员会召开通讯会议确定王刊良副主任委员代为主持主任委员工作并报总

会备案。

2019年1月24—2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通过了《2019年推荐（提名）院士候

选人工作方案》，以及院士推选专家委员会组成名单、院士推选材料审核小组成员名单、院士推选工作小组成

员名单。

2019年2月23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二次常务理事会暨新春茶话会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南山乙所2楼梁子湖厅召开。参

会人员有杨晓光理事长，王红卫、李仲飞、狄增如、汪小帆、冯耕中、胡祥培、寇纲等7位副理事长及来自全

国各地的39位常务理事（委托代表）、学会秘书处、工作委员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上确定了分支机构的分

管领导。会后发布了会议纪要。

学会秘书处针对徐玖平教授提供的前沿科学问题“什么决定了大型工程系统集成管理的有效性?” 进行了

格式审查并组织专家推荐委员会进行评审，专家们一致同意推荐中国科协。2月28日，会秘书处将相关材料上

传至中国科协2019年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征集评选系统，并通过审核入围首轮名单。

3月18日该活动正式开启公众投票，学会通过电子邮箱转发并征集广大会员投票支持。

2019年3月5—6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常务理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通讯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学会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试

行)》以及《分支机构学术活动的补充规定》, 并于3月6日发布实施。

2019年3月19日 

学会法人更替完成。

2019年3月29日 

“交通7+1 论坛”第五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院士傅志寰、参事张元方，论坛核心专家王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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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宁滨、张国伍、关积珍、毛保华、郭继孚，主题发言人赵一新、白同舟、杜恒、卞长志，以及专家学

者、政府部门决策者、企业界管理者共40余人。会议的主题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区交通规划理论方法探

讨”。

2019年3月30日 

第九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暨第七届《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期刊编

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交通大学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名

单，王庆云教授任主任委员。

2019年4月20日 

学会二、三届理事长许国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系统工程领域自身专家、许

先生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会议室，共同深切缅怀许国志的卓越成就

及其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会议由杨晓光理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学会重要人物包括：学会副理事长

狄增如、冯耕中、李仲飞，前理事长顾基发、陈光亚、汪寿阳，前副理事长于景元、高小山、陈剑、孙宏才、

谭跃进、王先甲、徐玖平、高自友和张纪峰，前秘书长经士仁等。

2019年4月20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理事会秘书长办公会议数学院南楼二层以及物科宾馆餐厅四层进行，参加人员包

括：杨晓光、狄增如、李仲飞、冯耕中、唐锡晋、房勇、王珏、乔晗、樊瑛、闫相斌和李星润。会议明确了副

秘书长所负责的工作委员会，期望今后配合学会分管领导完成科协和十届理事会的相对应的工作。樊瑛副秘书

长负责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王珏副秘书长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熊熊副秘书长负责青年工作委员会，

乔晗副秘书长负责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闫相斌副秘书长负责科技奖励办。

2019年5月9日 

经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2019年第五次党委书记办公室审议，报中国科协党组分管领导批准，同意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学会党委委员调整组成人选。由狄增如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房勇同志担任副书记，王

红卫同志担任纪检委员，冯耕中同志担任组织委员，熊熊同志担任宣传委员，陈国青、薛惠锋、胡祥培、李仲

飞同志担任委员。

2019年5月10—12日 

第四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术年会在镇江市兆和皇冠酒店举行。围绕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及相关问题，来自

60多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370余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

主任委员及其他成员名单，范英教授担任新一届主任委员。

2019年5月11—12日 

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IASCYS）2019学术年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举办。学会前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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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顾基发院士和汪寿阳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并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唐锡晋秘书长代表学会在开幕式上致

辞。学会自第5届理事会起历任理事长都是IASCYS的院士，体现了学会SESC在IASCYS的影响。会议期间，杨

晓光理事长与唐锡晋秘书长分别与IASCYS的外国院士们深入交流了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相关国际组织的运行

情况。

2019年5月17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智能制造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会会议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浙江大学、合肥工业

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联合承办，共计 4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主任委员杨善林教

授，主任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刘心报教授，副主任委员、大连理工大学胡祥培教授就智能制造系统工程专业委

员会创办的使命、意义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发言。

2019年5月18—1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可持续运营与管理系统分会、西北工业大学主办，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以

“新时代的可持续运营与管理”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可持续运营与管理学术会议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来自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等70余所高校的280多位师生者参加了会议。

2019年6月14—18日 

由国际水资源与环境研究学会、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主办，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河海大学商学院、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水利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联合承办的第八届水资源与环境研究国际会议（ICWRER 2019）在南京河海大学召开。会议由水利系统工程专

业委员会王慧敏主任主持。中国科学院夏军院士、中国工程院张建云院士、挪威奥斯陆大学许崇育院士、加拿

大圭尔夫大学Edward McBEAN院士、美国德州农工大学Vijay P. SINGH院士、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水中心主任Roy 

BROUWER教授分别做大会主旨报告。中国三峡集团、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中国电建集团的主要领导出

席了大会的主旨论坛。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2019年7月5—7日  

第四届IEEE国际控制论大会（Cybconf 2019）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年会在北京中国科学

院大学中关村校区举行，大会由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IEEE SMCS）学会、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智能决策研究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国际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承办，IEEE SMCS 社会经济安全技术委员会、IEEE 分

析与风险技术委员会协办。

2019年7月15日 

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学生组成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37届国际系统动力学年

会，并在会议过程中进行汇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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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6—28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年会暨“智慧化时代”的应急管理、工

程安全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成功在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此次会议共吸引了来自全国60余所单位的

130余名专家、学者与学生。本届年会旨在聚焦“智慧化时代”的应急管理、工程安全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搭建应急管理领域专家学者学术交流实务研讨的重要平台，促进系统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知识

管理、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智慧化时代”的应急管理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

2019年7月26—29日  

船海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作为主办单位，在加拿大温莎举办了《2019大数据时代的智慧交通与物流国际

会议暨第七届国际决策科学高峰论坛（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with Big Data & the 7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ecision Sciences）》。来自世界各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

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外籍参会人员占比70%以上。有6名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有60余名

与会者参与了投稿。

2019年7月27日  

医药卫生专业委员会召开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碰头工作会议，会议就专委会主任委员改选、下一步工作

以及学术交流等议题开展讨论。按照总会章程规定，依据网络改选结果，由李康教授担任第四届医药卫生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挂靠单位变更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2019年7月29—30日  

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主办召开了“系统工程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讨会。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许晓东教授就我国人工智能与学科建设做了交流；学会副理事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胡祥培教授详

细阐述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思考；此外，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孟昊教授、河南科

技大学田虎伟教授、西安理工大学刘泽双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俊超副教授分享了近期

的研究成果。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有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南京

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34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会。

2019年7月29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会党委召开第二次通讯会议对汪寿阳研究员的推荐表格进行了审议，一致认为汪寿

阳研究员的事迹突出、成就斐然，决定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功新时代——展风采树楷模”宣传人物

的人选推荐给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

2019年8月15—18日 

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专业委员会在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召开了2019年度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选举产生

了第十届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其他成员名单，赵彬教授担任新一届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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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7—18日 

科技系统工程专委会联合浙江工业大学，在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论坛中承办了创新管理英文论文工

作坊，面向青年教师和博士生重点开展方法论的培训。

2019 年 8 月 22日

上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宾馆思源厅召开。参会人员有杨晓光理

事长，王红卫、李仲飞、狄增如、汪小帆、冯耕中、胡祥培、寇纲等 7 位副理事长，监事会成员、唐锡晋秘书

长，副秘书长及常务理事(或其指定代表)共计 39 人。会议由杨晓光理事长主持。学会党委书记狄增如副理事长

传达了参加 2019 年 8 月 15 日中国科协党建工作会议主要精神。会议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技奖励办法》

及细则的修订以及分支机构管理等进行了讨论。

2019年8月22日

下午，《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委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主编杨晓光，副主编狄增如、冯耕中、胡祥培、

寇纲、李仲飞、唐锡晋、汪小帆、王红卫，部分编委及编辑共35人参会，会议由杨晓光主编主持。杨晓光主编

为新一届编委颁发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委聘书。会议讨论了编辑部现阶段工作的任务及难点，并就领

域划分、稿件工作、专刊出版、流程改进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主编期望通过编委们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的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推动期刊又好又快地发展！

2019年8月23日

十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参会代表前往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调研，重点参观了设计研发中心和总装

制造中心。本次参观学习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党建活动之一，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中国商飞“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所感动。通过参观学

习，大家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宏伟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和体会。

2019年8月23—25日 

 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召开了“2019年全国农业

系统工程学术年会”，参会代表100余人。

2019年9月8—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安徽工业大学承办的第十五届物流系统工程学术研讨

会在安徽马鞍山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现代供应链创新”，围绕该主题开展了精彩的专家主题报告、优

秀青年论坛及10个分论坛、5个博士生论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120余所高校的科研教学人员，共

300余人参加了大会。学术研讨会期间召开了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物流

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王红卫教授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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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22日

海峡两岸暨港澳金融科技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山大学岭南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和中山大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办，得到中国科协国际交流部的经费支持。来自北京大

学、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全国近20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

了本次论坛。9月21日上午的论坛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系曾燕教授主持，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

长杨晓光、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陆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2019年9月20—22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港航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大连海事大学主办，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

创新中心、大连海事大学绿色港航经济研究院、大连海事大学航运发展研究院、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

学院、《世界海运》编辑部联合承办的第一届港航经济系统工程国际年会（暨港航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一

届二次全体会议）在大连海事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港航界专业人士共400余人参加

了此次年会。

2019年10月9—11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围绕“社会经济、

国际合作、不确定性”主题组织大会主题报告、平行报告及分组报告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

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60余位从事社会经济系统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9年10月11—13日 

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举办了第17届金融系统工程年会与风险管理国际会议。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金融系

统工程领域学者，研究生400人参加，学会理事长杨晓光研究员莅临指导，并做大会报告。会议进行了3场大会

报告，12个邀请报告和30个分会场，交流了300余篇本领域的最新成果。

2019年10月12日 

“生物新技术革命与綠色生态农业”现埸观摩座谈会在山东临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

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共同主办，弘毅

生态农场协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孙发政代表会议主办方致

欢迎词并主持主题报告。

2019年10月18—20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大学管理学院与河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承办，在河北

保定河北大学举办了“新时代决策科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分支机构组成名单，主

任委员为杜栋教授，挂靠单位由工程兵科研二所改为河海大学。来自四川大学、东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河

海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军事科学研究院等全国多所院校的参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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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及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部分师生共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2019年10月19—21日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上海海事大学主办的第十九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在上海召

开，会议人数48 人，会议主题为:努力实现伟大科学家钱学森为本学科提出的“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的进

步作出积极贡献”的宏伟目标。

2019年11月2—3日

第十五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

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北京物资学院承办的第十五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

统科学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参会人数规模约300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智能化时代的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

创新”，包括主会场报告和六个分论坛，展示了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动态。参

会人数规模约300人。

2019年11月8—10日

过程系统工程年会（PSE 2019）在杭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浙江大

学承办，王基铭院士、浙江大学王立忠副校长、华东理工大学钱锋院士、中国石化王子宗教授、李德芳教授、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杨友麒教授、中国钢研集团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孙彦广教授、清华大学赵劲松教授、天津

大学袁希钢教授、中国海油信息化部王同良总经理等出席了大会，参会代表160余人。

2019年11月22—24日 

第二届复杂系统可靠性学术研讨会在北航云南创新研究院召开。研讨会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可靠性工

程专业委会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承办，共有20位国内复杂系统可靠性领域的青年学者作主

题报告，近70名全国各地高校师生参与研讨。

2019年11月22—25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林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十三次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报到代表共73人，总参会

人数达106人。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林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承

办，国家林草局森林经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协办。会议期间召开了林业系统工程

专业委员会第六次代表会议，全体参会代表采用直接选举方式，选举了由陆元昌等66人组成的第六届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进行分工：陆元昌任主任委员，李际平任常务副主任委员，张智光、刘萍、戴健、雷相东任副主任

委员，吕勇任秘书长，邓立斌、张颖、陈世清、谢煜、贾炜玮任副秘书长。

2019年11月23—24日 

学术工作委员会协助组织2019年全国系统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武汉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国务院系统科

学评议组主办，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冶金工业过程系统科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理学院院长李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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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系统科学评议组召集人狄增如在开幕式致辞

2019年11月25日

学会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和《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分别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该计划由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七部委联合

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2019年12月11日

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召开了缅怀钱老暨钱学森智库发展研讨会，薛惠锋副理事长主持，邀请

了顾基发教授、于景元研究员、钱永刚教授、王礼恒院士、俞梦孙院士等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中国工程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单位的

多位院士、将军以及曾与钱老共事的多位专家、学者。

2019年12月15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二次理事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教学楼S204召开。杨晓光理事长、狄增如、王

红卫、李仲飞、冯耕中、胡祥培、薛惠锋、寇纲副理事长及十届理事会成员、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委托代表出席

了会议。会议由唐锡晋秘书长主持。房勇常务副秘书长作了学会工作汇报。通报了2019年学会申报科协项目情

况，经有效组织，学会成功获得《2019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学者学术活动月资助项目》《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项目》《2019年中国科协优秀中外青年交流计划项目》和《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的资助。冯耕中副理事长介绍了第21届学术年会筹备工作。闫相斌副秘书长介绍了《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

技术奖条例》和《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的修订内容，与科技部奖励办的沟通，提请学会

理事会审议表决后去完成科技奖的报备。会议表决通过新设立“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数据科学

与知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会议部署了纪念学会成立40年活动及下一年度工作。

2019年12月15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2019年度分支机构工作会议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205会议室召开。与会

人员包括：杨晓光理事长、狄增如、冯耕中、李仲飞、王红卫副理事长、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常务副秘书长、

樊瑛副秘书长、分支机构主任委员或其代表和学会办公室成员等，唐锡晋秘书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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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中

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生态环境系

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其他成员名单，北京师范大学陈彬教授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暨南大学张宁教授

担任秘书长。

2020年1-2月 

学会原党委书记、前任理事长汪寿阳研究员团队大年初一即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分析

与对策研究”总课题组，积极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2月2日，距离武汉封城仅过去十天，课题团队就完成第一

份政策研究报告，分析研判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与对策，为政府有效应对疫情出谋划策。

2020年2月1日 学会向全体会员发出《关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倡议书》。截止2月28日，学会秘书

处收到了广大会员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积极投稿并及时上报中国科协及国家高层，信息报送名列中国科协政情

统计第六！

2020年2月 

金融系统工程专委会主任、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熊熊教授组织专委会委员捐款，共计捐款54600元。

专委会委托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李平教授牵头，从韩国等地购买医用防护服228件，已定向

捐赠送达湖北省南漳县人民医院。

2020年2月16日 

学会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遴选推荐完成第三轮答辩。我会从12月27日至2月16

日开展了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遴选推荐。本项工作开始由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组

织，经过第一轮学会分支机构内部遴选推荐15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经过评议组网络投票评议，选出4位候选

人进入最后一轮答辩。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无法按计划组织现场答辩的情况下秘书处接手第三轮遴选，设计详

细的工作流程，建立答辩微信群采取异步在线答辩方式替代现场会评，评议小组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共计11人组成。房勇常务副秘书长和分管青工会的熊熊副秘书长具体承担微信群会务工作。第三轮答辩方式限

于当时条件，充分考虑疫情期间视频会议的同步方式网路资源压力大，可能影响答辩沟通，而采用异步方式，

网络压力小，技术实用，文本消息沟通问题更清楚，候选人亦能更透彻地回答，问答内容丰富。整个过程可回

溯，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均采用文本消息参与，流程顺利，安排紧凑，会务组织精炼，高效，得到了参与者的

一致好评。

2020年1月10日-3月10日 

理事长杨晓光、秘书长唐锡晋、分管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副理事长胡祥培及副秘书长王珏表示，克服疫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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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给工作带来的困难，创新评审方式、提高评审效率。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严格依据考核程序，第一时间

组织《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系统工程学报》、《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报》、《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

息》、《系统科学与信息学报（英文）》5个期刊出版单位对照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完成了2019年度自评工

作。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针对自评结果进行了复评工作，并将结果报送中国科协。 

2020年2月17日 

《人民政协报》刊登学会副理事长薛惠锋署名文章《加强顶层谋划提升国家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

2020年3月16日

 《学习时报》刊登学会副理事长薛惠锋署名文章《系统工程对提升国家应急管理能力的启示》。

2020年3月22日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召开了钱学森论坛深度会议线上

会，会议由钱学森智库办公室、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网信军民融合》杂志社联合承办。

此次线上会以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为指导，以“钱学森智库聚焦复工复产复效”为主题，首次采用线上录播的

方式，邀请了院士、专家及身处抗疫一线的援鄂国家医疗队代表共计十余人进行。

2020年4月7-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常务理事会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管理办法（草案）》。4月9日正式发布。

2020年4月22日

学会秘书处针对学会相关专家提供的两个重大科学问题“如何对生态工程进行最优管理?”和“生态环境

领域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进行了格式审查并组织专家推荐委员会进行评审，专家们一致同意推荐中国科协。4

月24日，学会秘书处将两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相关材料上传至中国科协2020 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

技术问题征集评选系统，并通过审核入围首轮名单。5 月8日，该活动正式开启公众投票，学会通过电子邮箱转

发并征集广大会员投票支持。

2020年5月7日

学会2020年第一次秘书长工作会议召开，出席人员包括：唐锡晋、房勇、李琳、韦晓鹏、南晋华、李星

润。会议总结了北京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1月24日-4月29日）学会的工作，执行理事长关于

学会秘书处任职人员年度工作的评议，重点对会员系统、年检工作、分支机构管理等进行了讨论。对学会常设

机构人员工作的分工进一步，对外，由房勇常务副秘书长代表学会联络中国科协；对内，由中科院数学院期刊

学会部副主任李琳直接负责学会和数学院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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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7日 

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以网络形式召开，采取通讯形式进行了选举。2020年5月7日发出换届选

票97张，5月20日前收回选票97张。深圳市大自然生态园林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发政当选为第六届草业

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张现民研究馆员当选为草业专委会秘书长,待提交学会常务理事

会审核。

2020年5月28日-6月29日 

在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学会秘书处通过微信公众号首次推出“漫谈系统”广播，第一

季共6期。开篇由学会分管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的狄增如副理事长介绍系统科学，随后学会杨晓光理事长介

绍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介绍传承融汇系统工程中国流派开创者思想与智慧的物理-事理-人理

系统方法及我国新冠肺炎抗疫的成功过程的WSR诠释，胡祥培副理事长讲授区块链与百姓菜篮子质量保障，陈

国青副理事长谈大数据与决策、王红卫副理事长以新冠肺炎传播为例谈系统建模。六期节目在微信朋友圈得到

大量转发、转载。40天内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260以上。

2020年6月22日 

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IFSR）2020年度理事会会议在线上举行，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了IFSR章程，选举了新的IFSR执委会。

2020年6月23-24日 

“第五届IEEE风险解析研讨会”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年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

村校区通过腾讯会议线上隆重举行, 数百名学者参加。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国际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等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IEEE 

SMCS 社会经济安全技术委员会、IEEE 分析与风险技术委员会协办。大会的主题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

管理决策”。 服务系统工程分会主任委员吴德胜教授主持开幕式。

2020年7月4日

第三届中国可持续运营与管理线上学术会议在电子科技大学通过在线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系统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寇纲教授、可持续运营与管理系统分会主任委员朱庆华教授、东北大学唐立新教授、南开大学

李勇建教授、天津大学霍宝锋教授、西北工业大学车阿大教授以及电子科技大学马永开教授和白春光教授等

300位专家。线上会议的开幕式由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马永开教授主持。

2020年7月22日 

学会2020年第二次秘书长工作会议在数学院南楼213教室召开，就科技奖励申请进展、奖励报备、年会投

稿处理、科协项目申请等进行了通报，确定了学会成立40年制作纪念册的内容，并对相关的信息采集做了具体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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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3日 

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213会议室接待了中国商飞系统工

程与项目管理部钱仲焱常务副部长、查振宇处长与“上海商用飞机系统工程科技创新中心”上海交大航空航天

院书记胡士强教授、陈泳教授等一行五人到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赞许中国商飞在发展系统工程的不懈

努力，指示办妥商飞成为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双方交流了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申请中国科协的科普传播、国际

交流、高端学术论坛等开展产学研交流和社会服务以多视角、多层面促进系统工程进一步传播的可行性。

2020年8月11-13日 

2020供应链运营与管理前沿论坛以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70余名学者参会交流。本次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船海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围绕新时代变革与新的要求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创新前沿发展进行全方

位交流，探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20年8月29日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三家管理科学领域国家一

级学会召开发布会，联合发布了《FMS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推荐列表》。

2020年8月 

为纪念《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创刊40周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会以及期刊编委会通过定向约稿等方

式出版了纪念专辑。该专辑邀请了本学科领域的顶级专家，从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学科发展综述、理论分

析等角度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期刊主编杨晓光研究员特地为专辑撰写了序言。

2020年8月 

港航经济系统工程专委会挂靠单位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初步建成了“综合立体交通实

验室”和“港航专委会科普基地——多式联运展厅”。

2020年9月8日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经我学会推荐，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依托“上海商用飞机系统工程科技创新中

心”，以“大飞机系统工程”为主题申报了“中国科普共建基地”项目，并成功获得批准。

2020年9月12日 

上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在重庆大学B区第一综合楼101演讲报告厅召开。学会常务理事

或委派代表43名出席会议，杨晓光理事长主持会议。会议通过学会章程的修订；通过了理事增补，生态环境专

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陈彬教授及团体会员单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钱仲焱研究员，会议审核

了秘书处关于十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分支机构的换届情况汇报，对“医药卫生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等九个分支

机构换届后委员会领导组成及挂靠单位无异议，通过九个分支机构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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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2日  

下午召开《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委会。期刊编委及部分编委代表共32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编辑部

工作汇报后，主编针对期刊审稿及录用原则提出要求，参会嘉宾围绕选题策划、评阅要点、流程优化、数字平

台、传播推广等方面展开讨论。最后杨晓光主编表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

目标，紧跟国内的期刊改革步伐，坚持以质取胜，不断增强活力，以学术影响力带动期刊影响力，推动期刊创

新发展！

2020年9月12日 

由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港航经济系统工程专委会、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

创新中心承办的“大连市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研讨会在大连市国际金融会议中心召

开。

2020年9月13日  

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代表前往“重庆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进行党建活动，重点参观了“曾家岩

50号周公馆”和“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与会代表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洗礼。

2020年9月26-27日  

第八届全国低碳发展管理暨第五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年会在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

行，来自20多所高校的200余名师生参会，会议以“迎接转型挑战，助力绿色发展”为主题，围绕能源转型、

低碳行为、电动汽车、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会议由中国“双法”研究会低碳发

展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等单位承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杨晓光理事长，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华东教授，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主任委员范英教授等出席年会

并致辞。

2020年10月11日 

第五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评审会举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场会评改为在线评议方

式进行。评审委员会组成：狄增如（主席）、李仲飞、胡祥培、寇纲、汪小帆、王红卫、薛惠锋、徐玖平、马

超群。学会监事长参加了会议。本届奖励首次对青年科技奖和优秀博士论文的终评实行了线上答辩。

2020年10月14日 

由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协办的第七期钱学森论坛

深度会议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多位院士、将军以及曾与钱老共事的专家学者围绕主

题开展交流，会议举行了光明网“钱学森论坛专题”上线仪式，发布了“钱学森归国65周年纪念章”。

2020年10月18日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仪式在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召开。我会推荐的张新雨研究员获奖并出



159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与文件汇编

席。

2020年10月21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大连理工大学通过线上举行。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杨晓光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方伟院长、党延忠教授、专委会候选委员等

专家近200人参会，郭崇慧教授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委会，大连理工

大学党延忠教授担任主任委员, 大连理工大学杨光飞教授担任秘书长。

2020年10月27-30日  

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专委会在成都祥宇宾馆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学术交流会议。会议深切缅怀刘应明院

士诞辰80周年，会议同时有20余位数学院士和近百家单位代表通过线下或线上等方式参会。

2020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21届学术年会于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届年会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承

办，主题为“系统工程与百年变局之新机遇”，来自全国200多所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千余学生学

者及社会同行出席了年会。来自交通运输、决策科学、可持续运营与管理、生态环境、教育、数据科学与知

识、系统可靠性、水利、系统动力学、能源资源、医药卫生、信息、港航经济等13个专业委员会以及5个专题

论坛。会议颁发了第五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中国工程院郑南宁院士、中国科学院管晓宏院士、

发展中国家院士、UNEP-IEMP张林秀、中国工程院唐立新院士分别作大会报告。

2020年10月31日 

下午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405会议室召开分支机构工作会议。副理事长狄增如、薛惠锋、冯耕中、胡

祥培、寇纲、王红卫等以及学会秘书处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常务副秘书长和33家分支机构主任委员或秘书处代

表、学会办公室等46人参加了会议。唐锡晋秘书长主持会议并指出分支机构存在的问题，期望分支机构能积极

申请科协项目，希望专委会要体现出活力，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本次会议对《分支机构管理条例》可能进行

的修改做了说明。

2020年10月31日   

学会十届三次理事会于19:00-20:30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405会议室召开。杨晓光理事长、狄增如、胡祥

培、李仲飞、王红卫、汪小帆、薛惠峰等副理事长等115名代表参会，学会监事长、学会秘书处和年会会务组

工作人员列席会议。杨晓光理事长主持会议，房勇常务副秘书长介绍了自十届二次理事会以来学会的主要工

作，通过十届二次理事会批准成立的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的第

一届专业委员会。大连海事大学获得2022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22届学术年会的承办权。

2020年11月1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承担的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中期评估会议在曲江国际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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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309室进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杨晓光理事长、学会副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教授，学

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唐锡晋研究员，学会副秘书长、天津大学熊熊教授，学会理事、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建平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顺明教授，以及首届“青托工程”项目被托举人、

第16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张新雨研究员等参加了研讨和评估活动。

2020年11月1日 

在学会21届学术年会期间举办了学会成立40周年的会庆论坛。 90岁高龄的汪应洛院士和前任理事长汪寿阳

研究员发表了视频讲话。第五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陈锡康研究员、学会前理事长陈光亚研

究员、林业系统工程专委会主任陆元昌研究员、薛惠锋副理事长、中船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王岩院长等相继致

辞，在回顾学会过往40年的不平凡历程中，更认识到面对百年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系统工程人任重道远，砥

砺前行。学会会庆论坛上发布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册，本图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四十年

的发展历程进行记载，以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2020年11月2日  

2020年管理科学期刊发展论坛在西安召开。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优选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同主办，学会杨晓光理事长在论坛上做了大会报

告。论坛组织了期刊与报告人、院长内部调研咨询研讨会，学会分管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的胡祥培副理事长主

持会议，参会专家讨论了管理科学期刊及学科的发展方向，并在期刊交流、维护科研诚信、传播能力建设等方

面达成了多项共识。

2020年11月13-15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年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由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重庆大学

联合主办，以“大变局形势下过程系统工程助推过程工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王基铭院士为大会致辞，重庆

大学明炬副校长致欢迎词，华东理工大学钱锋院士、东北大学唐立新院士、中国石化王子宗副总工程师、冶金

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孙彦广副院长、宝信公司丛立群首席信息官等学术大咖和企业精英做了大会特邀报告。会议

期间设6个分会场分别进行了报告，交流了149个学术成果，参会代表200余人。

2020年11月20-21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智能制造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学科建设

办公室、西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智能制造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成功召开。本届会议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智能制造系统工程”为主题，探讨智能制造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新发展。来自全国

60余所高校的500多位代表齐聚一堂。杨晓光理事长致辞，16位长江、杰青、青长、优青作了分组特邀报告，

28篇投稿论文进行了汇报交流。

2020年11月21-22日  

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重大灾害和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系统和治理能力建设”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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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报告厅举行。会议邀请来自中国安全生产

科学研究院、应急管理部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12位专家学者，包括刘铁民、贺定超、王红卫等做

了大会报告。专家学者聚焦“灾害与风险预警”“灾害安全事件与应急管理”“后疫情时代产业组织发展”三

大分会场主题，完成18项分会场报告。

2020年11月27-2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共同主办，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金融学院与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承办的“第十八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在北京国测国

际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参会人数达300人。杨晓光理事长为会议致辞。本次年会共设5场大会报告、15场特邀报

告、期刊主编圆桌论坛、教学改革圆桌论坛、28场分组报告，围绕金融科技、金融创新与区块链、数字货币大

数据与互联网金融、计算金融、资产定价、家庭金融、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对金融市

场的影响、金融工程人才培养、高水平期刊发表等议题和主题展开。

2020年11月28-2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管理系统工程研究会及重庆交通

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物流系统工程暨第四届管理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在重庆顺利召开。本次大会以“新冠

肺炎疫情与系统工程”为主题，探讨物流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的新发展。参会代表来自全国200余所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共计800余人，线上观看直播4万余人。本次会议设“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影响”等10个专题论

坛。大会安排了6场博士生论坛，分论坛各评审专家认真点评和指导。

2020年11月30日 

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全程参加了中国科协2020年全国学会工作会议。下午小组讨论后，杨晓光理

事长代表本小组在会议总结中发言。

2020年12月6日 

以“智能引领未来，数据驱动变革”为主题的2020复杂系统与工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基金会指导，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系统

工程学会和中国仿真学会主办，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通用产业行业分会承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质量部部长郑辛主持，薛惠锋副理

事长代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出席大会并致辞。

2020年12月9日 

全球变局下的服务创新研讨会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服务系统工程分会换届大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

区（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协办，会议以腾讯会议线上及线下结合的形式

进行，线上、线下参会人数近1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分会第二届委员会主要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吴德胜教授担任分会第二届主任委员，华北电力大学牛东晓教授担任秘书长, 待提交学会常务理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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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2020年12月11日 

为纪念钱学森诞辰109年，学会微信公号发布了成立40周年纪念册的三篇文稿作为纪念。一是由学会四

届、五届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在中关村医院住院期间撰写的四十周年纪念册序言；二是杨晓光理事长撰写的前

言；三是唐锡晋秘书长执笔的“开疆拓土，集腋成裘”梳理学会40年发展历程的文章。

2020年12月1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船海系统工程专委会主办，大连海事大学与江苏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五届船海论坛暨中

国系统工程学会船海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以线上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新冠疫情下船

海产业发展”为会议主题，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专家 200余人参加会议。学会副理事长寇纲参加了学术会议。

会议选举新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哈尔滨工程大学赵金楼教授继续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徐小峰教授

担任秘书长, 待提交学会常务理事会审核。

2020年12月19日  

由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共同主办，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承办的2020年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

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70余人出席会议。

2020年12月19日-21日  

第二十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于在河南郑州隆重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人-机-环境

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郑州大学主办，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因智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承办。本次

大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从事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的学术论文500余篇，从中精选出123篇比较优秀

的论文编辑出版了《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第二十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论文集》。

2020年12月27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专委会主办的应急管理月论坛以腾讯会议线上形式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主题

为“应急行为与管理”，由成都理工大学敖仪斌副教授召集并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理教授做评议。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赵秋红教授和专委会秘书长秦中峰教授等6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163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与文件汇编

2021年

2021年1月9日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学报编委会在北京交通大学组织召开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2021年期刊发展

研讨会”。来自国内的部分编委、审稿专家以及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增补了12名编委

委员，其中2名海外编委。  

2021年1月25日

上海商用飞机系统工程科创中心年会暨“科普中国”共建基地揭牌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 

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科创中心理事长贺东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

士、科创中心理事长林忠钦，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杨晓光，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丁文江，为“大飞机系统工程科普共建基地”揭牌。

2021年2月2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杨晓光理事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205会议室接待了来访的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人力资源部孙菽艺副部长一行六人，唐锡晋秘书长和房勇常务副秘书长出席了会面。双方就系统

工程人才培训与认证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交流。

2021年2月25日 

学会组织线上答辩（腾讯会议 ID：865 204 356）进行中国科协第六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青年人

才托举工程被托举人遴选，根据1月14日唐锡晋秘书长在中国科协答辩成功为学会获得的推举额度，选出孙玉

莹、潘禹辰两位同志作为学会第六届青托工程项目被托举人候选人。10月22日正式名单公布。

2021年3月7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在腾讯会议室召开换届选举会议，第五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钱颖

教授主持，学会分管副理事长王红卫教授应邀出席并致辞。会议选举产生第六届专委会委员。青岛大学钟永光

教授当选第六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大学钱颖教授当选第六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21年3月23日

学会秘书处针对草业专委会提供的工程技术难题“如何通过集成关键技术提高储粮品质和安全？”进行

了格式审查并组织专家推荐委员会进行评审，专家们一致同意推荐中国科协。3月28日，学会秘书处将相关材

料上传至中国科协2021年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征集评选系统，并通过审核入围首轮名

单。4月17日该活动正式开启公众投票，学会通过电子邮箱转发并征集广大会员投票支持。

2021年4月6日

学会党委及时全面启动学会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并根据学会实际情况，制定了学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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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积极组织发动本领域科学家讲党史党课，把学习宣讲活动与学术会议、工作会议，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会议等重大活动有机融合。

2021年4月7—8日 

学会召开2021年第一次理事会通讯会议，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及选

举办法方案》，推选杨晓光、周鹏2位同志为中国科协“十大”代表人选，杨晓光1位同志为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

2021年4月16日—18日 

水利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作为联合主办机构在太原举办了第十五届水科学发展论坛。来自全国各地近600

名专家学者参会，共有16人作学术报告，100余人次参与讨论发言。论坛以“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矿区生态

环境保护”为主题。

2021年4月17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换届大会暨第七届主任委员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国系统工程学会杨晓光理事长及第六届 PSE主任委员、部分委员19人在北京主会场参会，其他委员和会员175 

人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会。会议选举王子宗教授担任第七届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德芳教授担

任常务副主任委员，赵劲松教授、孙彦广教授、袁希钢教授、苏宏业教授、周昌教授、都健教授、蒋白桦教

授、杜文莉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姜晓阳教授担任秘书长。

 2021年4月18日 

上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五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203会议室召开。杨晓光理

事长、王红卫、冯耕中、胡祥培和李仲飞等副理事长、孙宏才监事长，常务理事、部分分支机构主任委员及委

托代表共53名出席会议。王红卫副理事长主持会议。会议就重点围绕：1、学会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应对科协创

建世界一流学会评价指标体系；2、学会分支机构现状问题以及分支机构管理条例修订；3、学科发展报告等科

协项目实施进行了讨论。批复了草业系统工程专委会和系统动力学专委会两个专委会的换届。发现了对分支机

构换届需提前审议的必要性。

2021年4月18日

下午，学会党委在十届五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开展了党建活动，组织参会代表参观了南京抗日航空

烈士纪念馆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追忆历史，缅怀先烈。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使与会人员深刻感受到了革

命先辈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增强了学会党委工作的凝聚力。

2021年5月14-16日 

第六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术年会在山西太原举行，主题为“助绿色转型、促能源革命、推高质量发

展”，由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会议设置了一个主会场、两个平行报告及13个分组报告。来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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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107所高校的5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杨晓光、中国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周

大地、学会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主任委员范英等出席会议。

2021年5月20日—6月18日

学会在微信公众号推出“漫谈系统 科普系统”第二季的广播节目，共6期。唐锡晋秘书长组织本季“漫

谈系统”节目时动员了三位副理事长（汪小帆、寇纲和李仲飞）、一位刚当选的学会中国科协十大代表（周

鹏），两位学会专委会主任委员（亦为常务理事，陆玉昌和范英）在短时间内制作了与各自学术领域相关的内

容，着力突出了这些内容相关的系统工程在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性。

2021年5月21日 

《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1）》正式上线发布，我会两个月前申报的三个会议均入选，它们分别是：第六

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术年会、第四届智能制造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和第三届体系工程学术会议——复杂系统与

体系工程管理大会。前两个由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组织，第三个为学会团体会员单位组织，三个会议均线下成

功举办。

2021年5月22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理论专委会在南京钟山宾馆3号楼会议室召开换届会议，学会副理事长狄增如主

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专委会第十一届委员会主要成员，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狄增如教授担任专委会第十一届委员

会主任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张鹏教授担任秘书长。

2021年 6月4日 

学会秘书处根据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委会提交的第一届学术年会备案材料，在学会财务账号的开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赛博云系统上开通了会议注册缴费通道，实行线上注册缴费。这是学会首家分支机构的学术

活动使用学会的赛博云线上系统。为学会进一步落实民政部与中国科协对于加强学会分支机构管理方面做好示

范。

2021年6月18日

国家奖励办开展了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问卷调研，唐锡晋秘书长和闫相斌副秘

书长参加了调研。唐锡晋秘书长在参加6月23日举行的秘书长圆桌汇活动中与其他学会秘书长分享了问卷以及

学会科技奖励报备的过程， 包括5月下旬派人员参加国家奖励办组织召开的社会科技奖励承办机构座谈会等信

息。

2021年6月29日

上午办事机构党支部组织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下午参加了挂

靠单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组织的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双清别墅的学习活动。



166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与文件汇编

2021年 7月1日 

2021年度理事长办公会议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杨晓光理事长和全体副理事长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是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相关通知、组织有关活动，以及学会十届五次常务

理事会后的秘书处工作动向而召开。会议有效地沟通了秘书处在分支机构换届、自身发展、响应科协各类活动

等诸多事务方面的应对措施。

2021年7月2—4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可持续运营与管理年会暨第4届中国可持续运营与管理学术年会由上海财经大学和新疆

财经大学联合主办，并在上海财经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吸引了80余所高校的200余位师生学者参加。会议选举

产生了分会第二届委员会主要成员，上海交通大学朱庆华教授担任分会第二届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王能民

教授担任第二届秘书长。

2021年7月5日 

薛惠锋副理事长突发疾病离世，秘书处第一时间表示了慰问和撰写唁函，6日正式转给中国航天系统科学

与工程研究院，7日唐锡晋秘书长和房勇副秘书长前往八宝山出席了告别仪式。9日唐锡晋秘书长撰写题为“弘

扬钱学森系统思想的典范——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沉痛哀悼薛惠锋副理事长”的悼文发表于学会微信公号。

2021年7月14日 

为献礼党百年华诞、贯彻科协十大精神，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全国学会发展成果和辉煌成就，在第二十三

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举办的主题为“百会筑同心·奋进新时代”的“中国科协全国学会5年发展成果展”中设

置理事长寄语签名墙，杨晓光理事长亲笔撰写祝语，内容为：

党以民先 运筹帷幄 奇功频频 造就百年伟业  

学求计大 系统思维 硕果累累 开辟十届锦城

2021年7月21日 

2021年度秘书处工作会议在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809会议室举行，唐锡晋秘书长，房勇、樊瑛、王珏、

闫相斌、熊熊5位副秘书长，以及学会办工作人员，奖励办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为学会秘书处和学

会办对过去14个月工作述职，进一步统一学会秘书处日常事务的处理流程，明确了副秘书长在工作委员会工作

职责，杨晓光理事长全程参加了会议并对有关具体工作事务给予了指导和建议。

2021年7月26日

上午唐锡晋秘书长线上参加了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

2021年7月30日 

秘书处根据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和2021年度理事长办公会议讨论结果，将进一步修订的《分支机构管理条

例》（修订稿）发给全体理事和分支机构，进一步收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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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1日—8月1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大连市

大数据产业发展研究院和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数据科学与知识系

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会（2021）在大连理工大学顺利召开。 因突发疫情改为线上会议，杨晓光理

事长在开幕式上亲自致辞。会议主题为“面向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两天会议有超过

300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会议进行了7个学术邀请报告和16场学术报告分会，126位学者在分会场

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2021年8月11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管理系统工程研究会主办，哈尔

滨商业大学承办的第十七届物流系统工程暨第五届管理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本次大会以“双循环与

物流系统工程”为主题，探讨新发展格局下物流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的新发展。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根据防疫

要求，本届会议临时由线下现场会议改为线上会议，线上参会人员达到了2000人次。

2021年8月20日 

秘书处上线了临时会员系统，开始实施学会会员系统的迁移。此举回应了7月1日理事长办公会议以及7月

21日2021年度秘书处工作会议关于学会会员系统问题的持续讨论。依托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赛博云平台，该临时

会员系统通过微信扫码对于新入会的会员或者续费会员实行一键式缴费和会员生成。此番行动也配合临近换届

的分支机构以新系统促进会员发展，为今后学会理事会审批专委会换届等提供重要依据。2021年通过学会的赛

博云会议系统分别实现了三家分支机构年会的注册缴费。

2021年8月23日 

学会秘书处开通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投稿的初审评议缴费在线缴费，并在赛博云学会账号系统内开

设了期刊收费分组。至此，学会使用中国工商银行赛博云平台完成了会议注册、期刊文章评审和学会会员三种

不同的缴费。

2021年9月10日  

学会响应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关于“百名科学家讲党史党课”活动的部署，结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安排，学会党委书记、副理事长狄增如同志，以《加强系统观念，应对时代挑战》为主

题召开了“党委书记讲党课”线上学习活动。本次活动由学会理事长杨晓光同志主持，学会理事、学会秘书处

及分支机构秘书处人员百余人参加了学习活动。

2021年9月10日  

学会十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召开线上会议。杨晓光理事长、狄增如、陈国青、王红卫、冯耕中、胡祥培和

寇纲等副理事长，孙宏才监事长等学会领导上线出席会议，常务理事及代表35人、部分分支机构代表、学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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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及工作人员等共计46 人在线参会。针对相关议题，常务理事会讨论商议了具体对策与措施，明确了学会

十四五发展纲要和分支机构管理条例修订稿中的增补意见。批准了农业系统工程和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两个专委

会的换届方案并结合学会的工作部署，对新一届的专委会发展提出了在会员发展、汇聚人才、学科发展报告撰

写和响应科协项目等进一步的期望。原则同意了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委会延期换届的申请，最长不超过12

个月。

2021年10月8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智能制造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和东北大学主办，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四届智能制造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在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次会议以“数字

生态•智造未来”为主题，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庭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丁烈云院士、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杨晓光研究员、智能制造系统工程委员会主任刘心报教授、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张春英女士发表致辞。中国工程院柴天佑院士、杨善林院士、陈晓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

理科学部霍红处长做大会特邀报告。会议采取线下模式，同时开通线上直播。来自全国各地高校院所和科研机

构的300余名代表及华为数通、沈阳机床、华晨宝马等6家企业代表线下参会。会议除了邀请4场大会报告外，

还开设7个分论坛，共邀请包括杰青、长江、青拔、优青、青长等国家级人才在内的60余场分组报告。

2021年10月9日  

杨晓光理事长在中科院数学院南楼213会议室接待了学会团体会员单位中国商飞公司系统工程部钱仲焱部

长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胡世强书记等一行4人的来访。唐锡晋秘书长和房勇副秘书长共同出席。

2021年年10月11日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数学会调研并座

谈。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武艰一同

调研座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秘书长唐锡晋参与座谈，并就交叉学科发展等提出建议。

2021年10月15-17日 

以“乡村振兴与系统工程”为主题的2021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年会在浙江东阳花园村举行，来自全国农

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近10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河南农业大学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承办。会议选举产生了专委

会会第七届委员会主要成员，河南农业大学李炳军教授担任专委会第七届主任委员，河南农业大学陈振教授担

任第七届秘书长。

2021年10月15—17日 

以“VUCA时代信息系统创新与智慧管理”为主题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年会

（CNAIS2021）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南大学商学院承

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晓红教授，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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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学毛基业教授等来自国内70多所高校的700余位国内外信息系统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代表出席大会。

2021年10月15—17日 

第二届港航经济系统工程年会(暨后疫情时代港航物流与国际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在宁波市北仑区

梅山岛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港航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

会多式联运分会(筹)主办，宁波大学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外的

100余位专家学者采用线上连线和线下汇报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探讨“三港两航一联”的发展状况。38篇论文

进入会议交流，会议组织了论文质量的评审，3篇论文获会议推荐论文。

 2021年10月15—17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科学技术发展院和《湖北应急管理》期刊承办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

年会暨“决策科学与应急管理”学术论坛在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举办，来自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等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政府机构、企业的200余位决策科学和应急管理领域专家、学者及企业领导参会。

2021年10月16日 

学会科普工作站组织开展了以“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关键技术”为主题的“系统工程沙龙·海

外专家论坛”活动，并首次邀请外国专家与中国听众进行交流互动。参与报告的专家就模型工具的优缺点及实

施案例、难点分析进行深入的讲解，听众超千余人次。

2021年10月20日 

学会秘书处通过小程序响应同意共同发布将于11月6-7日在北京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

主办的第三届十届科技与发展论坛上将要发布的“开放•信任•合作”的倡议。11月7日 在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

员会向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主席和秘书处发送中国科协开放信任合作公开倡议的全球响应邀请，收到来自国际

系统研究联合会(IFSR)主席Ray Ison教授代表IFSR对于中国科协发出的开放信任合作公开倡议的回复邮件。Ison

主席在邮件中介绍了IFSR 执委会经过讨论支持公开倡议。第3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联络人员收到转发的Ison

主席后，确认将IFSR算作倡议的支持单位之一。

 2021年10月25日 

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了“中国科协十大代表2021年调研课题专项资助”名单，其中资助的97个调研课题是

从282项申请中评审选定。十大代表杨晓光理事长负责的“可再生能源与若干储能产业协调发展政策研究”获

得5万元资助，这是我会首次申请该类专项课题并获得资助。

2021年11月5日 

由应急管理专委会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城市运行应急保障模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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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协办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平台举办，共有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2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专委会委员，选举赵秋红为第二届应急

管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余乐安、李勇建、刘虎、张江华、王熹徽、杜红兵为第二届应急管理系统

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中峰为第二届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21年11月11日 

学会作为中国科协“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项目建议申报的82家学会之一向中国科协提交申请书。

11月22日唐锡晋秘书长准备正式答辩材料，11月28日中午提交了PPT, 并于当日下午在科协会议系统中线上向理

科与交叉学科组评委进行了项目陈述，杨晓光理事长亦在线上回答了评委的问题。12月15日中国科协正式发布

开展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的通知（科协办函创字〔2021〕237号），包括对特色学会建设的要求。12月

28日唐锡晋秘书长基于12月25日召开的十届四次理事会议的结果完成“实施方案”（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

本原则、建设内容、组织实施及进度安排、亮点特色、预期成果和保障措施）提交科协，全部为增量型工作内

容。此次学会进入中国科协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支持名单将获得持续三年，每年20万元的资助。

2021年11月12日 

学会积极响应中国科协党史学习教育简报组面向全国学会征集领域内中高端科技工作者或者科技领军人才

对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感悟或者心得体会的号召，理事长杨晓光研究员和党委委员、副理事长李仲飞教授分别

撰写题为“领会落实弘扬系统观念”和“继续奋进，在新的赶考路上再创辉煌”的心得体会并提交中国科协。

2021年11月18—19日 

学会召开2021年第二次理事会通讯会议。学会理事长和全体副理事长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第十四届光华工程

科技奖申报材料进行了通讯评议，一致同意推荐四川大学商学院徐玖平教授作为提名人选，并在11月22日至26

日（5个工作日）对外公示。12 月21日，徐玖平教授获得中国科协推荐资格（共50名），进入公示名单。共有

81个全国学会推荐候选人161名（https://mp.weixin.qq.com/s/Eh2In6pk2pgW6Qy-ui8SmQ）。

2021年11月26—2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专业委员会第二十届学术会议通过腾讯线上会议形式召开，300余

名参会者在线参加了学术交流活动。本次会议由苏州科技大学承办。会议邀请了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等11位高水平专家学者作大会报告，邀请了60余位青年学者作分组报告

2021年11月28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福建省系统工程学会、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厦门大

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的数字丝路语境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东南科技论坛在厦门海峡新岸数字经济创新中心

并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杨晓光理事长在在线上做了主题报告。学会监事会成员、福建省系统工程学会代

表、厦门大学洪文兴副教授与学会秘书处在8月份商讨了论坛内容。今后学会将进一步加强与省级系统工程学

会联络，壮大我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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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9日 

我会名列“2021年度全国学会期刊出版能力提升计划”国际学术交流和产业服务发展两个项目的公示名单

中，12月10日提交了两个项目的任务书，两个项目分别以《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报》（英文版）和《系统科

学与信息学报》（英文）以及《系统工程学报》和《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报》（英文版）为参与期刊，分别

获得20万和25万的资助。

2021年12月2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2021年度第二次理事长办公会议以线上会议（腾讯会议号：315-362-213，20:00-21:30）

的形式召开，杨晓光理事长及狄增如、汪小帆、王红卫、胡祥培、冯耕中、寇纲、李仲飞等在任7位副理事长

出席会议。会议有效地沟通了学会年底的重要工作部署，包括均通过线上会议举办12月10日线上举办纪念钱学

森诞辰110周年纪念高端论坛，理事会会议和分支机构工作会议等重要活动。会议部署针对疫情局势，跟承办

单位磋商准备好方案应对极端情况，总结过往理事会换届的原则在理事会上讨论。此外，会议一致同意针对内

控风险方面学会尚未建立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参照学会挂靠单位相应的制度文件执行。

2021年12月10日 

“新时代的系统观——纪念钱学森院士诞辰110周年的高端论坛””以腾讯会议（会议号：850-815-188）

和B站直播（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的方式举办，直播现场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N213会议

室。本次活动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纪念钱学森院士诞辰110周年的官方活动，既向在中国开创系统工程事业、

创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探索系统科学体系，引领中国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前行的钱学森院士致敬，亦正式启

动“发展新时代系统观，建设系统高地的特色学会建设项目。论坛反响强烈。12月19日会议视频剪辑上传学会

官方账号上传B站学会官方账号。

2021年12月13日  

下午，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前往中国科技会堂参加了中国科协举办的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110周

座谈会。杨晓光理事长代表学会做了8分钟发言。会后与航天12院顾升高院长做了简单沟通，感谢该院对学会

举办纪念钱老诞辰110周年高端论坛的大力支持，表明应用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在本届理事会到任前不变更挂靠

单位。

 2021年12月16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科技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四届一次会议通过线下（中国商飞公司会场、上海交通大学会

场）及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共有来自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高校、企事业单位

的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的90名成员参会，其中线下参会66人，线上参会24人。会议邀请了杨晓光理事长、寇纲副

理事长、唐锡晋秘书长参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系统工程与项目管理部常务副部长钱仲炎研究员当选

为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系统工程与项目管理部查振羽高级工程师当选为专委会秘书

长。科技系统专委会挂靠单位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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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7—1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水利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通过腾讯会议线上方式（会议ID：

599207638）召开。共有来自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及研

究机构的近131位水利系统工程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学生参会。会议主题为“双碳目标下的资源安全与公共

治理”，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水利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天津市系统工程学会主办。

2021年12月19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大学龙元建筑金融研究院

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综合集成与预测中心协办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2021年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召开。会议采取线上方式举行，专业委员会成员及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领域从事研究的约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务组从投稿的论文中选出19篇高质量的经济学论文，分

三个分会场进行论文报告。

2021年12月25日 

学会党委召开2021年度扩大会议，对2021年学会的党建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集体学习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要点。

2021年12月25日 

上午，学会十届四次理事会会议采用线上方式召开。杨晓光理事长、狄增如、王红卫、冯耕中、胡祥培和

寇纲等副理事长，孙宏才监事长等学会领导上线出席会议。125位理事或其代表参加了会议。学会秘书处在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205会议室设立了主会场。会议通过了《学会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分支机

构管理条例的修订。核准了船海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等7家分支机构的换届。学会22级学术年会的承办方大连

海事大学、港航经济与系统工程专委会匡海波主任委员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学会秘书处介绍了明年理事会换

届需要遵循的程序（中国科协规定）和理事换届原则。唐锡晋秘书长介绍了秘书处几个突出工作，包括服务会

员和科技工作者方面的多个举措，重点介绍了特色学会建设项目答辩时的部分内容（包括建设系统高地，发

展新时代系统观的系统性方案和2021年度的进展），并以“新时代的系统观”高端论坛的线上直播启动项目实

施，说明了组织各两次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办公会议逐步递进讨论学会的各项事务，切实贯彻集体决策。

2021年12月25日 

下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2021年分支机构工作会议以线上方式（腾讯会议号：800-740-351）召开。杨晓光

理事长、狄增如和冯耕中副理事长、唐锡晋秘书长和34家分支机构主任委员、秘书长或分支机构代表、学会办

公室以及部分团体会员单位和科普工作站代表等共计69人参加了会议。唐锡晋秘书长根据12月1日参加第二期

全国学会财务管理研修班和分支机构管理条例进一步解释了分支机构会议报备的意义，邀请3家由学会财务负

责会议财务的专委会（数据与知识、农业和港航）介绍了使用经验，并直接回答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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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5日 

晚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9次学术和工作年会暨“破五唯与教育评价改革”学

术研讨会在线上（腾讯会议号：946801200）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

办，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3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60余名学

者、专家参加了会议。

2022年（截止到10月31日）

2022年1月17日 

学会向学会全体理事、分支机构和团体单位转发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2）》

有关工作的通知。因2022年度的征集内容与过往有较大变化，在转发通知前，唐锡晋秘书长与学服中心有关人

员沟通，表达了对“重要学术会议”活动开展的理解。2月22日学会申报了征集的的7个重要学术会议，分别是: 

第22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学术年会、第21届知识与系统科学国际会议、第7届IEEE风险解析研讨会暨管理科学

与工程国际论坛、第3届港航经济系统工程年会、第4届体系工程学术会、第7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术年会和

林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次学术年会。4月15日，从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2）》上线通知中

获悉， 7个会议均入选。

2022年1月26日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公布“2021年全国学会期刊出版工作优秀单位”，共有30家单位获此殊荣，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名列第四，充分显示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的优异工作。

2022年1月26日

15:00-16:30，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一期“实现双碳的系统工程”在腾讯会议（482-317-619）及 B 站直

播（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进行。本次活动是学会获得的中国科协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特色

创新学会）资助的活动内容，由能源资源分会承办。理事长做了开篇致辞，1 月 21 日学会在网站和微信公号上

均推送了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活动申请书，公开征集活动内容。1 月 29 日加工视频上传到学会 B 站官方账号。

2022年2日11日 

上午，杨晓光理事长协同学会秘书处接待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国际合作部部长罗晖协同国际组织处处长尹

霖、双边处处长陈蕾和港澳台处处长王保辉一行四人到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开展调研活动。唐锡晋秘书长就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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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细介绍了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自创建以来学会在开展国际交流方面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工作。有

关调研活动的具体介绍已在2月16日发学会微信公众号。

2022年2月15日 

下午，杨晓光理事长参加了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唐锡晋秘书长以视频方式参会。会上

发布了全国学会学术出版道德公约（1月18日唐锡晋秘书长代表学会响应同意签署），相关内容见https://www.

cast.org.cn/art/2022/2/16/art_90_179306.html。

2022年2月17日 

下午，唐锡晋秘书长参加了2022年中国科协全国秘书长会议。聆听了民政部和科技部有关领导关于吸收外

籍会员和科技奖励方面的最新政策。代表学会领取了2021年度全国学会期刊出版工作优秀单位奖牌。详细信息

见https://mp.weixin.qq.com/s/tLwPxTCAyx5Fzzhp3NMdPg

2022年2月23日 

晚上，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参加了中国数学会组织的“五学会理事长秘书长联席会议”，参与商

讨国家整体科技能力评估专项《数学学科评估报告》的内容。

2022年2月25日

上午，中国科协人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研究部署科协系统人才工作。

学会领导和秘书处人员集体线上参会。

2022年2月25日

15:00-16:30 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二期“提升价值链水平的系统工程”在腾讯会议（438-337-361）及B

站直播（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由杨翠红常务理事主持。2月27日视频加工后

上传学会B站账号。

2022年3月1日 

为促进全国学会办事机构专职人员职业成长，打造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按照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求，在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的统筹指导下和科学技术创新部、学会服务中心的支持下，全国学

会专职人员水平评价工作启动问卷调查。学会秘书处发动所有专职人员完成了“个人版”调查问卷，唐锡晋

秘书长完成“单位版”问卷。3月23日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于3月23日—4月30日举办全国学会干部能力提

升网上专题培训班，学会工作人员李琳、游小菊、李星润和王雪参加了培训学习，经考核于5月7日拿到结业证

书。

2022年3月11日

下午，学会党委组织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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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精神。全国政协委员汪小帆副理事长介绍了全国两会召开的基本

情况和主要特点，全面传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各位学会领导围绕“两会精神”结合自

己工作实际开展了交流研讨。

2022年3月11日

16:00-17:30学会本年度第一次理事长办公会议通过腾讯会议（ID：125-756-163）线上召开。杨晓光理事

长、狄增如、王红卫、胡祥培、汪小帆、冯耕中、寇纲等现任6位副理事长以及孙宏才监事长等学会领导参加

了会议。会议讨论了2022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奖和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学会申请人情况。会议纪要见2022系会字

2号文件。

2022年 3月23日 

学会党委转发了中办、国办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https ://mp.weix in .qq .com/s/

WH1NbnEMYVN8eOJL1ejxww），请全体会员认真学习。

2022年4月6日

15:00-16:30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三期“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工程”在腾讯会议（849-491-965）及B站直播

（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 举办。本次活动由信息系统工程专委会组织承办。4月8日会议视频加工后已

上传学会B站账号 。

2022年4月17日

学会秘书处针对学会相关专家提供的两个重大科学问题“数字社会人们在网络如何博弈？”和“如何构建

下一代互联网风险管控与治理体系？”进行了格式审查并组织专家推荐委员会进行评审，专家们一致同意推荐

中国科协。4 月 18 日，学会秘书处将两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相关材料上传至中国科协 2022 重大科学问题、工程

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征集评选系统，并通过了初步审核。4 月 29 日，该活动正式开启公众投票。本年度共

征集了 642 个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我学会提交的是信息科技领域的第 75 个问题和

数理化基础领域的第 20 个问题。4 月 30 日，学会公众号转发并征集广大会员投票支持。

2022年4月20-22日

唐锡晋秘书长和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肖勇波老师参加“2022 年中国科协外事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班”。

2022年4月24日

下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召开学会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学会党建

办）关于《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措施》的通知，并组织与会人员深入学习了 2022 年“两会精神”，

并对 10 月底即将进行的学会党委和理事会换届工作事宜进行了部署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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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4日 

15:30-17:50，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以腾讯会议（ID ：676508520）方式线上召开，学会秘

书处及相关工作人员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 213 会议室线下列席。会议由杨晓光理事长主持。

会议就理事会换届、学术年会组织、学会科技奖励、分支机构换届等事项进行了通报、讨论和投票。

2022年4月29日

第22届学会年会的征文通知和关于开展第六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通知通过学会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

2022年5月6日

学会秘书处为响应中国科协开展 2022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号召，考虑学会“漫谈系统”科普

广播前两季安排（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分支机构主任委员、学会十大代表等已参与贡献两季节目），秉承

学会提携青年力量之宗旨，提前向学会第四届、第五届青年科技奖励获得者（共 8 人）发出邀请，建议获奖者

提前准备投稿第三季漫谈系统广播活动。5 月 20 日、5 月 27 日、5 月 31 日、6 月 17 日、6 月 25 日、6 月 30 日、

7 月 8 日通过学会微信公众号分别投放了冯耕中副理事长以及刘汕、吴俊、曹志刚、曾燕、张新雨和赵琳等 6

位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的广播。7 月 21 日全部 7 期视频上传到学会 B 站账号“漫谈系统”专栏。

2022年5月7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 22 届学术年会投稿系统正式开通。第一轮投稿为全文推荐期刊投稿，学会所属全部

期刊（3 本中文期刊、2 本英文期刊）以及学会挂靠单位主办 1 本期刊均在列。鉴于疫情波动，全文推荐期刊

投稿截稿日期从 5 月 31 日延期至 6 月 30 日。

2022年5月16日

学会积极响应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面向全国学会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征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心得体会的号召，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刘汕和高昊宇分别撰写

题为“青春有梦，奋勇争先”和“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的心得体会提交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

2022年5月19日

15:00-16:30，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四期“数据治理的系统工程”在腾讯会议（233-846-095）及 B 站直

播（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以线上方式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协第五届青托工程项目学会被托举人

西安交通大学李金博士及其托举导师李建平理事组织。5 月 20 日会议视频加工后已上传学会 B 站账号 。

2022 年 5 月 21 日

下午，由学会科普工作站组织的“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关键技术”海外青年论坛（第 6 期）以

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唐锡晋秘书长全程参加了论坛，并在最后与科普工作站骨干成员就其所承担的期刊能力

提升计划之产业发展项目相关工作进行了讨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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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

14:00-14:50，2022 年度 第一次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在腾讯会议（483 570 852）线上召开。杨晓光理事长出席

了会议，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常务副秘书长、熊熊和王珏副秘书长会议线上参加了会议，主要沟通了 4 月 24

日常务理事会以来学会秘书处推进的工作，涉及特色学科建设、期刊能力提升项目进展、对科协国际部工作响

应、奖励申报和年会投稿（推荐期刊）等等。会议就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活动、青托论坛活动等做了跟进部署。

就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预算调整做了解释说明。

2022年6月11-12日

由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的第 21 届知识与系统科学国际会议以全线上的方式举行。会议邀请

了 4 位大会报告，分别是南方科技大学黄伟教授，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 (JAIST) Van-Nam Huynh 教授，

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 (IFSR) 主席、英国开放大学 Ray Ison 教授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EPFL) Dimitris Kyritsis

教授。线上与会者超过 300 人次。大会报告视频加工后上传学会 B 站账号。该会议得到中国科协期刊出版能力

提升计划（国际学术交流）的资助。

2022年6月12日 

8:30-18:00 科普工作站“首届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及数字工程技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862-165-593）以线

上方式举办，该项目得到了中国科协期刊出版能力提升计划（产业发展服务）的资助。

2022年6月14日

15:00-18:00，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托论坛在腾讯会议（890-642-771）及 B 站直播以线上方式举办。论坛主

要内容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五届青年托举人才的结项汇报和第六届青年托举人才的中期检查，天津大学复杂

管理系统实验室承办。6 月 28 日会议视频加工后上传学会 B 站账号 。

2022年6月25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可靠性工程专委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暨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以线上方式（腾讯会议，

会议号 254571102）成功举办，会议最高在线人数达 525 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汪小帆教授代表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向大会致辞。本次会议围绕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安全性、保障性、PHM 与质量等领域开

展学术交流讨论，并进行了系统可靠性工程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选举，选举产生的第二届专委会主任委员为朱

晓燕（中国科学院大学），秘书长为杨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2年6月25日

唐锡晋秘书长线上参加了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第五届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

2022年6月27日 

下午，杨晓光理事长、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副秘书长与华为可信系统工程实验室相关负责人通过线上会议

为未来战略合作进行了首次讨论，涉及人才培养，提高中国产业系统工程能力，教育体系系统工程思维觉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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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2022年6月27日

22:00-24:00，杨晓光理事长和唐锡晋秘书长线上参加了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IFSR)两年一度的General 

Assembly。

2022年6月29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关于开展第八届（2022-2024 年度）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发

出，今年的主题为 ：数字时代的系统工程。共收到 12 份申请，7 月 21 日，学会提交申请书至中国科协学术创

新部。9 月 5 日唐锡晋秘书长录制完成 8 分钟以内答辩陈述视频，上传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跟踪服务平台（网址：

http://qingtuo.36ve.com）。9 月 8 日下午在指定时段入场准备回答问题。

2022年7月4日 

学会秘书处提交了 2021 年度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的验收材料，并于 7 月 7 日圆满通过验收。通过

努力，学会按时考核项目指标所涉及的全部内容，即“在 2022 年 6 月底以前，制作传播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

广播、视频或直播活动（节目）20 个。全部在学会微信公众号相关专栏发布，并且上传到学会 B 站官方账号。

学会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达到 6000 人，学会个人会员人数增加 800 人，团体会员增加 2-3 个”。其中 2021 年 12

月正式开通的学会 B 站官方账号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共进行了 8 次直播。B 站视频已超过 20 个，目前分为“综

合”、“漫谈系统”、“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和“拾英撷萃”等 4 个栏目，总播放量超过 6600。以新时代系统

工程大讲堂和漫谈系统广播活动等动员学会以及分支机构内部力量，已有 3 个专委会各参与了一期新时代大讲

堂活动。

2022年6月17日 

唐锡晋秘书长代表学会在中国科协2022决策咨询专家团队评审会议（腾讯会议）做陈述报告，学会常务理

事杨翠红研究员（经济预测与风险预警决策咨询专家团队代表）和吴忠教授（公共服务决策咨询专家团队代

表）亦线上参加。7月12日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2022年决策咨询专家团队建设试点单位名单，我学会两个团队

均在列。8月4日公布2022年度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团队资助项目（50项）， 我学会杨翠红研究员团队申报的

“俄乌冲突的经济影响及重点领域风险分析”获得20万元资助。

2022年7月20日

15:00-18:00，学会秘书处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召开了 2022 年度第二次秘书长办公会议（663-466-984），

即十届理事会第三次秘书处年度工作会议，由学会办公室成员和学会秘书处秘书长、副秘书长就过去一年的工

作进行述职。今年会议线下成员包括 ：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副秘书长、数学院期刊学会部李琳副主任、学会分

支机构主管南晋华和学会秘书李星润。线上参与成员包括 ：樊瑛、熊熊和王珏三位副秘书长以及代表闫相斌副

秘书长参会的宋亚楠老师（学会奖励办）。会议对学会办公事务再次强调了遵照流程以及学会现行规定进行。

部署了十届理事会到届工作报告需要完成的必要的统计汇总任务。针对分支机构主管会上关于分支机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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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制定奖励和惩罚措施，唐锡晋秘书长明确回应，《学会分支机构管理条例》不仅是针对分支机构，同时是

对管理人员的约束。重要的是提高执行力，在分支机构管理中是否按规定或者秘书处的要求做工作了。

2022年7月25日 

第22届学术年会第一轮全文推荐期刊的评审结束并发出录用通知。自年会投稿系统上线以来，截止到7月

28日，唐锡晋秘书长直接撰写了超过40封回复邮件，涉及投稿、评审及结果反馈等问题。为减少人工，提高效

率，提高水平，与国际接轨，会议联络仅提供邮件沟通。如有问题，直接发送邮件sesc_paper@iss.ac.cn。各种

通知邮件和网站信息都对必要的事务做出了明确的文字说明。第一轮注册截止8月11日，期刊推荐投稿注册随

后发给有投稿注册的期刊。9月30日第一轮全文推荐期刊会议注册发票已完成开具。第二轮摘要投稿在第一轮

评审通知发出后旋即开通，并根据需求一直延期至10月28日截止。

2022年7月28日 

14:00-15:40，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六期“可信智能与算法监管系统工程”以腾讯会议（759-778-805）及

学会B站官方账号直播（http://live.bilibili.com/23940811）方式举办，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

究院承办。7月29日视频加工后已上传学会B站账号。

2022年8月1日 

上午，2022年度第2次理事长办公会议（腾讯会议ID：696-546-225）召开。秘书处汇报了完成2021年度特色

学会建设项目成果。交流了年会组织的相关问题，沟通了换届人选，确定线下召开十届八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会议纪要见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G-q669hC7Jup-jkpsZfmQ）。

2022年8月11日

下午，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七期“可靠性系统工程”以腾讯会议（759-778-805）及学会 B 站官方账号

直播方式举办，由系统可靠性工程专委会承办。活动嘉宾为中国工程院王自力院士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左

明健院士 (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谢旻院士 ( 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清

华大学 ) 和任羿教授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由朱晓燕教授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和杨军

教授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共同主持。本次大讲堂是该活动开展以来参与最为踊跃的一次。8 月 20 日大讲堂视

频经后期加工并通过 B 站审查可在学会 B 站账号回放（ur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a4y1f7Kt?spm_

id_from=444.41.list.card_archive.click&vd_source=4439e5bc43fc4e7d219caa108a0cc025）。

2022年8月16日

上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十届八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召开。唐锡晋秘书长

汇报了第 22 届学术年会组织进展的章程修改的有关情况，房勇秘书长汇报了学会党建工作和秘书处工作，并

介绍了学会换届工作开展和分支机构换届情况，提请常务理事会审议。杨晓光理事长介绍了换届领导人选，并

就常务理事们关心的议题大家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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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6日

下午，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期刊群建设会议在大连召开（腾讯会议 256-295-337 线上同步）。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杨晓光理事长，王红卫、李仲飞副理事长，唐锡晋秘书长，房勇常务副秘书长，以及国内系统科学与系统

工程领域部分期刊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期刊中心常务副主任何书金研究

员和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家乐作了主题报告，唐锡晋秘书长介绍了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期

刊群建设动议发展的背景和基本情况，参会嘉宾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期刊群建设的相关建议。

2022年8月17日

学会党委与中共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党支部联合开展了主题为

“铭记初心使命，全面建设交通强国”和“以党建引领学会建设”的党建共建活动。

2022年8月19日

下午，中国科协召开了全国学会会员入库建设动员部署会，会议要求全国学会充分认识会员入库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推动学会会员“应入尽入”。唐锡晋秘书长、学会秘书李星润、冯彦飞线

上参加了会议。9月19日，负责学会会员工作的秘书冯彦飞填写中国科协发布的《全国学会会员入库及更新工

作调查问卷》。9月20日，加入中国科协建立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会员入库工作群”，对接学会会员数据接

入工作。

2022年8月22日

上午，2022年度第三次秘书长办公会在中科院数学院南楼213会议室召开。对大连常务理事会进行了总

结，对换届材料准备进行了部署。唐锡晋秘书长介绍了8月15日新入职学会秘书冯彦飞，明确其分管学会会员

工作（包括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

2022年8月9日、22日、24日

学会党委分别填写中国科协党建研究会《党组织共建活动在促进学会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推动学

会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研究》、《学会分支机构党建工作实践探索研究》等系列调查问卷。

2022年8月26日

学会报送的 “关于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数据共享与安全问题研究”、“双控背景下能源化工企业如何实现

稳增长”和“京津冀地区防疫抗疫战略物资储备与供应能力现状及需求调研”三项重大调研计划和选题被中国

科协列为“2022年度中国科协工作重点调研B类选题”。

2022年8月27-28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2022 年过程系统工程年会” 以线下线上相结合方式（腾讯会

议号 ：42327259893）顺利召开。PSE2022 年会的主题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PSE 助力‘十四五’过程工业

高质量发展”，由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清华大学共同承办， 主会场设在北京，委员单位设有 8 个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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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王基铭院士为年会致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杨晓光理事长出席会议并作了“奋力前行的中国系统工程”

的大会报告。会议邀请了 13 位专家做主旨报告和技术交流，8 个分会场 100 余篇论文在线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会议代表达 200 余人。

2022年9月7、9日

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以线上会议方式对提名候选人进行了最终评议，其中青年科技奖和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采用了终审答辩的方式。9 月 15 日发布公示通知，公示期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5

个工作日 )。

2022 年 9 月 8-9 日  

十届常务理事会 2022 年度第一次通讯会议召开 , 说明了原拟推举的副理事长候选人选、学会常务理事、湖

南大学马超群教授因个人原因不能作为副理事长候选人。通过了对经过学会领导酝酿和党委同意，推举的学会

十届理事、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杨克巍教授作为相应地区的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推荐人选。

2022年9月9日

学会党委组织撰写的三个党建案例：“党委书记讲党课”、团体会员单位科学出版社出版《百名科学家入

党志愿书》和“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港航专委会党建案例”提交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

2022年9月18日 

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管理系统工程研究会主办，第

十八届物流系统工程暨第六届管理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本次大会以“供应链韧性”为主题，本届会

议采用“线下四个分会场 + 腾讯会议（会议号 :226224305）”方式召开，分别在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 / 南

京邮电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设立了四个分会场，同时开通了腾讯会议。本次会议 11 个主题报告，

参会人数累计线上参会人数 4500 人次，同时在线人数达到 2600 余人次。

2022年9月20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工委）新一届委员会换届会议以线上方式（腾讯会议，会

议号：812-389-513）顺利举办。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120人，西安交通大学刘汕教授当选主任委员，西安交通

大学李金研究员当选秘书长。

2022年9月20-26日 

学会分别在学会官网和全国学会组织管理信息平台对学会十一届理事会12名拟任负责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任负责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民族、籍贯、学历、工作

单位及职务、拟任职学会的名称及职务、工作经历、其他社会组织任职情况等。公示期满无异议。

2022年9月22日 

下午，召开第四次秘书长办公会议，学会办三位专职工作人员汇报了就上月办公会议以来完成的工作。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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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晋秘书长重申了学会换届材料准备的重点，并对已完成的准备材料给出了修订要求。对在学会网站、学会微

信公号发布学会分支机构会议消息做了明确指示，期望在报备的前提下及时发布会议征文或者消息，尽量扩大

学术影响力。要求分支机构主管核查好分支机构提交的当前委员会的名单与换届名单保持一致。

2022年9月28日

学会党委通过“支部工作”平台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学会党委委员拟推荐建议人选名单

及分工》及相关材料报中国科协学会党建办公室审议。

2022年9月28日

学会秘书处通过全国学会组织管理信息平台向中国科协完成提交了换届材料，包括 ：学会拟任负责人登记

表 ；学会拟任监事会成员登记表 ；学会拟任负责人推荐表 ；学会拟任负责人任前公示报告 ；学会章程修订草案

及修订说明 ；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十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十届财务报告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主

要议程 ；办事机构支撑单位意见等 10 份文件。

2022年9月28日

下午，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八期“第三数据的知识系统工程”以腾讯会议（275-449-796）及学会B站

官方账号直播方式举办。活动嘉宾为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党延忠教授，唐锡晋秘书长主持。9月29日

大讲堂视频简单加工后上传学会B站账号（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d4y1q73f/?spm_id_from=333.999.

list.card_archive.click&vd_source=18adf16a63e112bc66f4f6a1bf70d0d9）。

2022年9月28-29日

《2022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土生态）高峰论坛》在水利云讲堂举办。论坛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

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深圳市水务学会和南方水土保持

研究会共同主办。

2022年9月29日

学会秘书处通过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向民政部提交章程修订的说明和新章程正文请示预审。

2022年10月10日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22届学术年会（SESC2022）程序委员会决定SESC2022 延期至11月26-27日召开。会议

的第二轮注册将延期开启。

2022年10月13日

中国科协发布第八届青托被托举人遴选工作的通知，我学会本次获得 2 个推举名额。通过学会分支机构以

及常务理事联名推荐等多种渠道推荐，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10 月 27 日我会组织实施了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被

托举人遴选，在经过资格审查及组织专家初评基础上，于 10 月 27 日下午召开第八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项目被托举人遴选评审会（学会监事长全程出席），选出王钟彬、郑嘉俐两位同志作为我会推荐至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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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候选人。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在学会官网对两位被托举人推荐候

选人和学会遴选专家组信息进行公示。

2022年10月16日

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党委、秘书

处、办事机构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学会理事，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及时收看二十大开幕会直播盛况。办

事机构党支部组织进行了集体线上学习。

2022年10月20日

上午，召开本月秘书长办公会议，学会财务和常设机构人员进行了工作汇报。唐锡晋秘书长重点检查了上

月以来所布置和面临的任务对当值办公人员工作，对重点任务再次明确要求。对于提名第十一届常务理事和理

事登记信息明确需要就职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意见及盖章。

2022年10月24日

学会党委及时向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汇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并提交学会副理事长冯耕中教授、

常务理事赵存如教授、艾尼·吾甫尔教授、理事宋乾坤教授撰写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的感悟和心得体会。

2022年10月27日 

上午，杨晓光理事长在线上为华为公司第四届MBSE技术工程大会致辞。

2022年10月27日 

下午，新时代系统工程大讲堂第九期“复杂系统：从基础理论到自然与社会系统”以腾讯会议（150-774-

612）及学会B站官方账号直播方式举办。活动由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承办。

2022年10月28日

第二轮摘要投稿截止日期，学会第22届学术年会第二轮共收到194篇摘要投稿。其中，分会场投稿：“新

时代的信息系统研究与实践”25篇、“系统动力学理论与实践创新”15篇、“新时代的系统可靠性”17篇、

“医药卫生系统工程理论创新与应用发展”13篇、“新时代的教育系统工程”12篇、“水利系统工程研究与实

践”12篇、“能源低碳转型的系统观”10篇、“物流系统工程”6篇、“2022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术会议”0

篇，专题论坛投稿：“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水平提升”27篇、“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专题论

坛”17篇、“健康系统工程”2篇，自由投稿38篇。

2022年10月31日 

下午，学会通过线上座谈会的方式邀请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平院

士来学会宣讲二十大精神。张院士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并着重分享了对报告第五部

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理解和认识。杨晓光理事长主持了座谈会，并结合学会

的发展定位，谈了对二十大报告中“坚持系统观念”的认识。学会领导们和分支机构负责人纷纷结合自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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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了学习体会。学会党委书记狄增如副理事长对会议做出总结，号召全体理事、全体会员不断学深悟透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肩负系统科学与

系统工程工作者的使命，在本职岗位上开拓创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学会理

事、分支机构负责人、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和常设机构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截止到2022年10月31日15:00，学会临时会员系统中总计1640人，分支机构有效会员数量分别是：系统

可靠性工程专委会359人、可持续运营与管理系统分会279人、青年工作委员会188人、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专

委会133人、科技系统工程专委会104人、农业系统工程专委会71人、人_机_环境系统工程专委会71人、物流系

统工程专委会57人、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专委会53人、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委会51人、能源资源系统工程专委会

44人、金融系统工程专委会36人、信息系统工程专委会25人、数据科学与知识系统工程专委会22人、智能制造

系统工程专委会22人、水利系统工程专委会20人、决策科学专委会16人、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专委会12人、港航

经济系统工程专委会11人、系统理论专委会11人、医药卫生系统工程专委会10人、教育系统工程专委会8人、

过程系统工程专委会6人、系统动力学专委会6人、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委会4人、船舶和海洋系统工程专委会3

人、服务系统工程分会3人、军事系统工程专委会2人、草业系统工程专委会1人和林业系统工程专委会1人。另

有科普工作站11人。

截止到2022年10月31日，学会有效团体会员单位数量为35个，具体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科技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国防科技

大学系统工程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

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军事科学院系统工

程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北京邮电大

学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河南农业大学信息管

理科学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河海大学商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系

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工程研究院、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

截止到2022年10月31日15:00，学会微信公号关注人数7737人，B站视频累计播放量已达1.4万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