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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
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
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
持续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化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信息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分
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信
息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化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信息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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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陆甬祥陈宜瑜)
前言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化学的作用与战略地位
第一节 化学在认识自然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化学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的战略地位
一、化学是人类赖以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学科之一
二、化学是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有效保障
三、化学在能源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中发挥关键作用
四、化学是先进材料、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基础
五、化学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方法和手段
六、化学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七、化学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第三节 化学极大地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步
一、化学的发展与物理、数学等科学密切相关
二、化学为生命科学提供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
三、化学是材料科学发展的重要源泉
四、化学是纳米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基础
五、化学在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化学为能源科学提供新理论、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应用
七、化学是未来信息技术的基础
第四节 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情况
一、科学技术部973计划和重大研究计划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
三、同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
四、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方向性项目
第二章 化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
第一节 化学的内涵
一、无机化学
二、有机化学
三、物理化学
四、高分子科学
五、分析化学
六、化学工程与技术
七、环境化学
八、化学生物学
九、放射化学
第二节 化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一、无机化学
二、有机化学
三、物理化学
四、高分子科学
五、分析化学
六、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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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化学
八、化学生物学
九、放射化学
第三节 国际化学的发展趋势
一、发现和创造新物质是化学的核心任务
⋯⋯
第三章 化学的发展现状
第四章 化学的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
第五章 化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第六章 化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七章 化学的保障措施与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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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0世纪开始发展和建立的化学理论也是从研究无机物质的结构和价键发端的。
无机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和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进化历史息息相关。
人类最早发现的工具和物质就是来自自然并经过加工的无机物质。
即便是现代社会，在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中，无机物质依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1）无机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无机化学与化学其他分学科进一步交叉与融合。
例如，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的交叉孕育发展了金属有机化学和生物无机化学，也为化学生
物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无机化学与物理化学和理论化学的交叉形成了结构化学和理论无机化学
，也为能源化学、材料化学和纳米化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物质保证。
另一方面，无机化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不断交叉，从而产生了新的学科生命力。
例如，无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使人们不仅仅关注金属配合物与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及其模拟，而
且从活性分子、活体细胞和组织等多个层次研究无机物质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分子机理，热力学和动
力学平衡、代谢过程，同时更加关注生物启发的无机智能材料在生物体自修复、生物信息响应和传导
及生物免疫体系构筑中应用的研究，无机化学与材料科学的交叉则更加注重面向功能材料及其器件需
求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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