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 学术研讨会
致辞(通用5篇)

当前的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关切。加强环保
宣传和舆论引导，形成全社会的环保共识和动力。通过阅读
这些环保总结范文，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来宾、博士生同学们：

大家好！

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分别的时刻亦如期而至。地球科
学领域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经过2天紧张而愉快的交流活动
之后，马上就要圆满结束了。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出的“研究
生教育创新工程”系列活动之一，经过几年的发展，论坛覆
盖的学科领域不断扩大，论坛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活动
在广大博士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
举办，为推动博士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促进多学科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融合，以及在促进科技创
新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次学术论坛共包括5个分论坛，经过论坛专家组的评审，共
录用论文170余篇，出版了地球科学领域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论文集。在2天的学术论坛活动中，共有300余名博士生代表
参与了论坛的各项学术活动，举办了多场特邀专家报告会，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论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是一次启迪智慧、增进友谊的学术思想盛会。



本次学术论坛，得到了主办单位：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
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论坛组委
会，代表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学术论坛在举办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各兄弟单位的大力
协助和广大博士生的积极参与，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大
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学校，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在论坛举办的各项工作中，广大工作人员，服务人员，
学生志愿者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亲切的
慰问！

本次论坛，尽管时间有限，但是参会代表充满智慧、精彩的
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进行思维激荡，撞击思想火花，使论坛充满了浓厚的研讨氛
围。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站位高、观点新，开阔了大家的
视野；博士生分论坛学术报告的发言，有见解、有特色，进
一步丰富了大家的思想。这次活动，不仅对地学领域各方面
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参
会的各位博士生也是一次很好的培训。希望博士生们认真研
究、消化、吸收这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并切实应用到指导我
国地学发展的实践中去。

我校将以这次论坛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
构筑人才高地，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
学而奋斗！

别情依依，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几天的交流与共度，我
们的学术在提高，友谊更在升华。希望各位在回到母校后，
把地大人的深情厚谊带回家，把地大人的美好祝福带回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地大的发展，继续保持与地大的联系，常
到地大来作客。我们也真诚希望加强与各个兄弟院校的合作，
真诚携手，共创学术辉煌的明天。



最后，我代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祝愿广大博士生同学们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学业有成，事业
有成！

谢谢大家！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篇二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同志们：

早上好！

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莅临x院传经送宝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
烈的欢迎！

足全省开展影像介入、心血管介入、冠脉搭桥、腹腔镜等技
术，现已和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学术机构建立长期
交流合作关系。

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均进行大胆探索，成功开展的胃癌根治术、
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相继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在
我省普外科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层医疗单位发展胃肠外科技术提供借鉴，从而为推动行业的
科技进步和地方健康事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的光临与指导，预祝xxx省普外科专业委员会胃肠学组换届
暨xxx省第二届胃肠外科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同志们：



早上好！

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莅临x院传经送宝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
烈的欢迎！

足全省开展影像介入、心血管介入、冠脉搭桥、腹腔镜等技
术，现已和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学术机构建立长期
交流合作关系。

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均进行大胆探索，成功开展的胃癌根治术、
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相继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在
我省普外科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层医疗单位发展胃肠外科技术提供借鉴，从而为推动行业的
科技进步和地方健康事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的光临与指导，预祝黑龙江省普外科专业委员会胃肠学组换
届暨黑龙江省第二届胃肠外科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医院院长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来源于本网会员分享，
欢迎阅读医院院长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篇四

各位领导、专家，各位老师、同学：

值此第三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开幕之际，我谨对各位领导、专
家学者不辞辛劳，积极与会，交流研究生学风建设最新成果，
指导和促进我们研究生的学风建设表示欢迎和感谢！

我校的研究生学术论坛召开已经是第三届了。



两年来，我校研究生学术论坛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太规
范走向规范，参赛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极大
的提高，研究生论坛在同学中影响也日益扩大，已经成了我
校研究生群体中的一大盛事。这一切既是各位领导、专家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的结果，也反映出了我校学风建设的成果。

学风是反映学校校风的一面镜子，也是折射人才培养质量的
一扇窗口。研究生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学术研究则
是研究生教育的精神魅力，而良好的学风是提高研究生整体
素质的前提与保证。

新形势下如何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知识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
力，提升其素质，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讲，培养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就是塑造一名高尚的人，
一名专业或业务知识精通的人，而这一切都与研究生的学风
建设密切相关。学风是一种氛围，是一种群体行为，是学生
学习知识和参加活动的一种表征。优良的学风是一种积极的
气氛，使处于其中的学生感到一种压力，产生紧迫感；同时
它也是一种动力，使学生能积极进取、努力向上；同时它还
是一种凝聚力，有利于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

老师们，同学们，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的学风建设，我衷心
希望导师自身要更加注重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培养，特别是
科研能力的培养；要通过教学活动，充分体现出导师的理论
魅力、知识魅力、乃至导师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希望研究生
自身的学习不只是学习专业知识，要学作一名知识渊博的人；
要有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生存和竞争意识，终生学习的良好
习惯和谦虚、宽容的优秀品质。

真诚希望本次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学者既能在热烈的对话与
交流中充分享受研究生学风建设的累累硕果，又能在学术的
冲撞与交融中细细品位研究生学风建设的精髓与魅力。让我
们高举“传承鼎新立人惠众”的大旗，坚持以人为本、质量
第一的办学理念，为把我校办成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国内知名教学研究型大学而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学术研讨会致辞受邀发言稿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本次研讨会为期2天，围绕全球治理这一重要议题，设置了五
大主题，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下面是小编给大
家带来的，希望大家喜欢。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学者，

大家上午好!

在这金秋送爽、柔风习习的十月，很高兴邀请到各位在
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13朝古都西安相聚，召开第二
届“丝绸之路”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共叙“丝绸之路”视
野下中国国际角色与地位，共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
治理秩序。

我是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
学副校长杜鹏。

首先，我谨受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靳诺教授委托，代表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和中国
人民大学，向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
迎，向论坛的合作主办方西安交通大学和承办方西安交通大
学亚欧研究中心、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
表示衷心的感谢。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这内容丰赡、异彩纷呈的历史长卷给我们带来了丰



硕的文化宝藏。在古“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
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以
开放包容的胸怀展示了独有的文化自信。研究和总结古“丝
绸之路”上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历
史经验，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经历调整
重塑。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传承发展古“丝绸之
路”形成的丝路精神，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
新时代发展潮流。今年恰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50年来，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决维
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加强全球抗疫合作，推动全球共同繁
荣，持续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而在未来中国也将继续
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本次研讨会定位“丝绸之路”全球治理，旨在践行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
进全球治理知识与思想的交流。在传承丝路精神、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离不开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作为人文交流主体，进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长
期努力。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在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国
际合作方面深耕细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积极
构筑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高地，创新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
式。201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成立，该学院是经教
育部批准，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法方共同合作创办的第一家以
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中法两国间重要
的高等教育交流平台，是中法两国政府认可的“中法大学合
作优秀项目”，也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法语教育基地，积极推
动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深度共融;201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
设立丝路学院，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启动“一



带一路”全球导师计划;201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际
组织学院，成为全国率先成立国际组织学院的高校之一，学
院汇聚国内外优质国际组织资源，创新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
式，形成支撑引领中国全球治理专业人才“蓄水池”。

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生交流、学术出版、智库研究等
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中国人民大学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
泰国国家研究院共建中埃、中泰“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
与土耳其加齐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合作共建“中国馆”;
发挥智库资源优势，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一带一路”经济研
究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目前
已与40多个国家的主要智库建立固定合作机制，多次被国家
信息中心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研究高校智库，
在全球治理、宏观金融、大国关系、公共外交等领域研究中
居国内领先地位。

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还牵头成立了多个相关国际联盟，包括
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高校联盟、中欧
人文艺术教育联盟、“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等，举
办“知识‘一带一路’”品牌论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出版合作体高峰论坛等，为各国各界提供畅所欲言的多边对
话平台，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为民心相通搭建桥梁，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

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是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走出
去”战略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自去年底成立以来，受到
中宣部、教育部等上级部门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中国人民
大学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与其他24家从事并支持文化交流
事业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携手，探索如何创新国际文化交
流学术研究合作机制，加强新时代全球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
鉴，旨在切实肩负起高等教育推动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
担当。

联盟成员单位在相关领域拥有学术交流、智力支撑、智库建



设、决策咨询独特优势，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和运营机制建设，
配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认真谋划发展蓝图，积极筹备各类
会议与交流活动，开展区域国别课题立项研究，紧密围绕联
盟目标，践行联盟宗旨。联盟未来将持续为进一步增进中华
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跨文化理解和对话注入新动力，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次研讨会为期2天，围绕全球治理这一重要议题，设置了五
大主题，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希望会议能为大
家提供理论交流的平台，挖掘不同学科的契合点，为未来全
球治理的创新与实践提供指导。期待各位学者畅所欲言，分
享真知灼见。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当前，在迈入“十四
五”新发展阶段，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深化拓
展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为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在塑造国际
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提供新思想和新方案，是新时代提出
的新课题、新任务。

让我们凝望过去，照鉴未来，读懂丝绸之路传承千年的人文
精神，以美美与共的胸怀促进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秩序的创
新与发展，用我们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推进新时代文明交流与
互鉴。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