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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 

2011 再制造国际论坛 4 月在杭州召开 

受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程院指导，由中国再制造技

术重点实验室、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和欧洲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再制造工程分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承办的“2011

再制造国际论坛”将于 2011 年 4 月 19～21 日在浙江杭州

召开。论坛主题是“交流国际再制造研究及产业进展，有

机融合国内外再制造产业模式，促进中国再制造产业发

展。”论坛主席由中国再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滨士

院士担任。 

国家发改委、工程院领导及国内外再制造领域著名

学者、企业家将参加本次论坛。论坛旨在搭建再制造国

际交流平台，探讨再制造在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

析交流国际再制造研究及产业进展，更好地融合国外再

制造产业模式，加强科研院所和企业在该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更好的促进中国再制造产业的发展。论坛将就再

制造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市场前景、销售物流、政策

法规和技术融合等方面的问题做深入探讨。 

联系人：史佩京：133 6610 6235 

郭伟玲：134 8868 6221 

邮  箱：RemanufactureForum@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