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9：

任振铎会长在首届“腐蚀控制工程”大会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6 月 25 日

感谢李部长对我们进行了充分肯定，给了我们很多鼓舞，并提出了很多要求

和建议。这是我们回去需要学习和贯彻执行的事情。其他领导已经提到了各个方

面，大家可以这些看出，我们的腐蚀工作非常光荣且重要，从标准、安全以及建

设部的工程等方面，专家都非常支持我们，国际上也非常支持我们。我们终于成

立了国际标化委员会，秘书国就在中国，秘书国的秘书处就在我们腐蚀控制技术

协会。

国际评价最高的一句话是以色列提出，国际标化委员会的成立，第一是积极

的协调性总览，第二是研究制定国际标准。第三是制定国际共同语言，我们承担

着全世界腐蚀行业的重大责任，这非常艰巨。同时第九次国际会议非常成功，比

以往更加顺利。从第一次会议到现在第九次会议，从与他们斗争，到逐渐认可，

从去年美国的会议上，没有对我们的发言提出疑问。第九次会议上，我们在国际

上提出了最具挑战的问题——腐蚀学科的独立。这次大会强调腐蚀是一项系统性

的工程，并非一个人能够解决。腐蚀控制工程要以问题为导向、目标为导向、任

务为导向 、结果为导向，推动腐蚀控制工程与主体工程协同发展。

第二个是腐蚀是一门自然科学，与气象、春夏秋冬以及 24 节气相同，不是

人可以改变。任何事物和环境相互作用，才产生了腐蚀。腐蚀根据宇宙自然界的

法规法则，进行隐蔽性、渐进性、持续性、非线性和熵增性的演变，从有序演化

为无序的全过程，材料如何控制？从有序变无序，腐蚀就开始了，周而复始，继

续前进，这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腐蚀是一个动态过程，工程也是动态的。

人类维持有序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次会议明确的提出这个理论是向全世界进行

挑战。因此全世界的腐蚀从 50 年代开始一律归到材料中，不仅中国的腐蚀专业

转化为材料，全球也只有一个挪威科技大学的腐蚀专业还保留。

我刚才提到，今天会议的领导从不同角度看到腐蚀的重要性。宋局长提到安



全管理系统发展，崔局长则讲述腐蚀的发展情况，这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肯定。

国际标委会离不开刘局长、宋局长和崔局长，他们给予了很大支持，同时建

设系统的韩司长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因此下一次协会会长换届时，我们需要从设

计方面寻找合适的人选。本次国际会议的重大议题是推动腐蚀工程与主体工程同

步设计、施工和监督运行，协调发展。只有这样腐蚀才能实现有效控制和无效报

警，从而工程有效地为人提供服务，延长使用寿命。

因此我们在下一阶段仍然需要继续讨论、深入探讨。如果腐蚀科学能够独立

研究，那么会有许多内容需要研究。在国际会议上，将这个议题报告，主席表示

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有很多收获，提出的矛和盾问题非常有趣，解决问题的思路非

常好。书里写得很清楚，我们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面临极大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

机遇。大家都非常荣幸，我们会在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团结，认识并热爱腐蚀。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表彰了一批

热爱腐蚀工作的杰出贡献者，特别是创二代。腐蚀行业规模较小，因此这次特别

表扬南通民营企业的女英雄，

总的来说，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工作，深入学习探讨自然界的奥秘，为人

类服务。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感谢大家。

6月 24 日

大家好。

首先，总结了四十年来协会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十几年来协会发展走过的

道路正确，目标是清楚的。同时协会总结表彰在国际标准表现突出的老同志，更

重要的是表彰一批创二代的年轻人，统一对全行业热爱腐蚀工作的同志进行培养、

鼓励。我们一直在追求什么是腐蚀，怎么对腐蚀进行控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

初步定位，表彰后希望继续传承原来的工作，年轻一代企业家要积极工作，学习、

总结、热爱这项工作，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还有出版发行了《现代腐蚀学-腐

蚀控制模板》，王昊总结了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框架。腐蚀这是一项艰巨且伟大的

任务。腐蚀协会四十年前提出全面腐蚀控制理论，昨天在国际会上也强调腐蚀科

学绝不是材料科学。



第二个是加快腐蚀控制国际标准制定，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目前标准制定

面临全球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要完成一个工程项目取得效益、减少投

入、增加产出等方面，这并非仅是技术标准的问题，只有制定才能保证这一点。

重大工程和项目除科学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非科学技术情况。实践证明，协会

成立的国际标准化委员会所制定的标准是两大体系，具体标准。协会制定的具体

标准和总目标值，紧紧围绕腐蚀标准的科学技术性、实用性、时效性、有效性和

完整性，始终确保这 5个标准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市场制高点。王婉煜和刘

轩在昨天国际会议上做的报告，显示了中国腐蚀控制技术协会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我们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因此，动员全行业的同志，无论是这次的换届，还是

标化委员会，甚至专家委员会的组成，都要求一部分有资格、资源和经验的人围

绕这个目标来参与工作。毛主席曾经表示，政治路线确定后才是组织问题。

接下来，总结了理事会去年的工作并向大家汇报。第一条总体目标是在党的

领导下，中央社会工作部强调敢于担当，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任务。如果没

有党的领导，社会就会一片混乱，那么经济该如何发展？各个角落不能脱离党的

领导，腐蚀协会要坚决、勇敢地承担起党中央赋予我们的重大任务。只有加强党

的领导，我们才能把中国推向全世界，改善人民的生活。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伟

大且正确的道路。

第二条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和挑战对象。协会始终处于创新和摸索中，我

们需要明确腐蚀的含义。我们有责任、任务，需要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腐蚀方面

有许多的出版物和名人著作，1800 年之后，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但是腐蚀

是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与相对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腐蚀具有隐蔽性、典型性、

持续性、非线性、熵增性的，是从有序演化为无序全过程。这个规律是自然发展

的，并非有人发挥作用。要战胜和改造它，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以极大代价和极

大能量和能力。如果你无法阻止它，就需要投入力量来维持优势。材料可行吗？

如果材料给一点，它马上就继续往前腐蚀，这是不可逆性。这个规律你无法阻止

的。

因此，腐蚀应是自然界平衡的手段，是一种控制。要达到自然界的平衡，需

要投入大量力量。然而，我认为自然界的力量比你更强，先有腐蚀后有材料。材

料只是供应商，它是控制不住的。这就是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因此腐蚀的认识是



我们急需要做的。目前我们走错误的道路，一直在盲人摸象，50 年代以后纳入

材料科学，这是过去的重大错误。因此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性，协会能否承担并

战胜这一难题，要腐蚀科学的独立学科才能研究腐蚀的机理，研究腐蚀本身是什

么。我们站在前沿，承担相应的任务很艰巨。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和责任感，因

为是国家委托我们这块工作，所以我们要干实事。我从 90 年代开始工作，一直

在学习什么是腐蚀，直接说是材料破坏的现象，这是不正确的。这个现象是腐蚀

的本质吗？显然也不是。目前工程的概念集中体现的是人为工程概念，党建工程

也是工程，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是工程，自然界形成的界线也是工程，人工在其基

础上其修缮补齐，最终人为工程和自然工程的覆合，水利发电站也是同样的。

《现代腐蚀学-腐蚀控制模板》这本书揭开腐蚀控制领域的序幕，目前还只

是比较肤浅的内容。协会已经总结了四十多年。目前我们的目标是腐蚀和腐蚀控

制，腐蚀科学的独立学科，我们需要极大的努力和斗争。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

仅是中国。50 年代以后全世界只有挪威科技大学保留了腐蚀专业，最典型的气

象预报，摸清自然界形成的发展规律才出现的。天气预报是动态的，有可能出现

不对的情况。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重要。回顾刚才的发言，这种情况下，任

务非常重要。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腐蚀与生命”，大家可以去探讨。腐蚀充满了世界，充

满了各个角落，没有不腐蚀的地方，也无法避免腐蚀，这是自然界的力量。人类

与环境相互作用，环境包括空气、阳光和水。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两种办法，一

个是矛，一个盾；一个是主动的，一个被动的，就如同人体一般，如今人的寿命

不断延长，就是在对抗自然界的“腐蚀”。

今天的会议内容很多，大家可以进行消化。接下来我们需要团结一致，特别

是院校共同合作，构建一个国际腐蚀科学独立课程。我们计划编写第二本书，这

非常有趣，这关系到认知生命的问题。根据我们目前研究的生命学数据，我们不

应该仅依赖自然。对于自然而言，生命并非完全依赖于我们，老话讲“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实际上，认识自然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初步意见。希望大家一

起辩论探讨，不断完善，要继续深植腐蚀领域，在面临挑战时可要坚信，只要继

续前进，就没有说做不到。这是我向王总和大家汇报的内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