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医问医答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17 年 9 月25日 星期一 今日 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CHINA SCIENCE DAILY

6885总第 期

官方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www.sciencenet.cn

国
际
丝
绸
之
路
科
学
院
启
动

多
元
交
流
平
台
助
力
﹃
一
带
一
路
﹄
科
技
创
新

2017浦江创新论坛在沪举行
本报讯（记者黄辛、冯丽妃）2017 浦江创新论坛 9

月 23 日在沪开幕，论坛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格局与使命”为主题，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科
技创新格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出席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
长万钢作主旨演讲，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致辞。

万钢在作题为“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主旨
演讲时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加强基础研究、增强源头供给能力，是推动中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基础研究是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迫切
需要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
学大师，需要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和技术的需求紧密
联系，形成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

应勇在致辞时说，创新引领发展，科技赢得未
来。上海正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进军，力争在 2020 年形成基本框架、在 2030 年形成
核心功能。“我们将以国际视野、全球标准建设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群，集
聚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在张江建设科学
特征明显、科技要素集聚、环境人文生态、充满创新
活力的世界一流科学城。”他说。

本届论坛主宾国代表、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
部长索伦·平德，主宾市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阴和俊，主宾省代表、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邓
向阳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浦江创新论坛主席、
中科院院士徐冠华主持。

今年是浦江创新论坛举办的第十个年头。据悉，
论坛期间，国家有关部委机构、各省市代表以及国内
外科技界、学术界、产业界、金融界代表将通过全体
大会、主宾国论坛、“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以及相关
专题论坛，开展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以中国智慧承载历史担当
———十八大以来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陆琦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
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
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科
技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指明了方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纵观世界历史，有了
思想，人类才能不断进步；有了思想，国家才有
发展的希望。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浪潮迭起，如何抓住
而不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
以实现新的经济繁荣，如何准确把握、及时布
局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以掌握竞争发展的
主动权，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规
划和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重要课题，更是我国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考虑
的重要课题。

而这，就需要高端科技智库持续深入地开
展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不断为国家宏观决策提
供科学咨询建议和系统解决方案。

国家使命 智库担当
为宏观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国务院制定政策
的最终决策场所。2017 年 6 月 22 日，这里的

主角是四位科学家。李克强总理邀请白春礼、
潘云鹤、潘建伟和周琪四位院士在这里做了一
场科学讲座。

这个举动当然不会是无的放矢。用李克强
总理的话说，这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
的科学支撑”。

作为高端科技智库中的佼佼者，上述四位
院士代表科技界应国家之所需，急国家之所
急，根据科技创新实践，集成专家智慧，不断科
学前瞻，为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部署提供智
力、知识和科技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重
视智库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智库建设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画卷在此背
景下徐徐展开。

2014 年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
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
好，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
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2015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
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9 月，中
办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要求“建立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制，发挥
好科技界和智库对创新决策的支撑作用，成立
国家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12 月，根据此前
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高
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 25 家机构入选
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是我国科技大师荟萃之地，要发挥好国家高
端科技智库功能，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科技
创新发展全局问题和长远问题，善于把握世界
科技发展大势、研判世界科技革命新方向，为
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

至此，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蓝图日渐明
晰。国家发展的瞭望者、科技决策的思想库是
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守正出新 经世致用
让科学思想迸发智慧光芒

大智慧勇为国家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
原则，着力建设高水平智库。

作为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
中国科学院既充分鼓励院士们自发建言，更是
从顶层设计出发，组织以院士为首的专家学
者，成功开展了一批着眼国家宏观决策诉求、
未来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等的咨询项目。涉及国
计民生、科学发展若干不同维度的咨询建议引
起各方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肩负“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的责任与使命，中科院人一直在思考，如何
从顶层设计入手，快速地推进科技思想库的
建设。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说：“我们将
发挥院士队伍和研究机构多学科综合优势，组
织凝聚全国的智力资源，围绕事关国家全局和
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系统开展科学评估，进
行预测预见，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
咨询建议。”

（下转第 2版）

游客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湖草
原生态旅游区体验驯鹰（9 月 23 日摄）。

地处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拥有丰富的湿地和草原资源。近年来，这个县
因地制宜，推动旅游开发，将生态旅游和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带动当地农牧民收入稳步
提高。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我是生在汉江边上的内陆人，但人生轨迹却
与大海有缘，一生重要的转折源自我的多次下海
经历。

我第一次下海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那时
我国的深海探索才刚刚开始，与国外的差距很
大，中国人的海洋之梦大多是赴海外求学。1998
年，我是受聘于日本海洋科学技术开发机构

（JAMSTEC）的流动研究员，主要开展日本南海海
槽俯冲带构造和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1999 年 8
月和 2000 年 6 月，我有幸获得两次下潜机会。两
次潜航（每次海底观测 6 个多小时）中，我在钱洲
海岭发现了活动断裂构造和冷泉生物群落，并推
断这是一个新生的俯冲带。后来，我申请的第一
个国家基金正是基于这两次潜航的资料开展新
生俯冲带的构造研究。

第三次下海是 2016 年 6 月 2 日，我随“向阳
红 09”船赴马里亚纳海沟执行中国大洋第 37 航
次第二航段调查任务。本航次是在中科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承担的海斗深渊专项 B
项目资助下，利用载人潜器开展马里亚纳海沟的
生物、环境和地质科学问题研究。当日 6 点 20 分
开始进舱，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下潜开始，潜水

器吊起、入水、脱钩。10 点 40 分，我们到达 5980
米海底，看到在海底沉积物中散落着很多大大小
小的石头。因为这里经常发生地震，这些石头就是
海底泥石流的产物。随着继续向西观测，我们突破
了 6000 米深度，看到了深海海葵、海星、深海虾、
鱼等动物。更为惊奇的是，我们看到大量地幔蛇纹
石化橄榄岩以及地球圈层中的地幔露头。这里简
直就是了解地球的一个天窗。随着继续观测，我们
又见到了下地壳的辉长岩。13 点 26 分，深潜器开
始上浮，16 点 30 分浮出了水面。带着宝贵的地
质、生物标本和深海画像，这次潜航画上了完美的
句号。晚上，丁抗与船上的科学家为这次潜航庆
祝。进入 6000 米，实现了深渊科学家们期盼已久
的一个愿望，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在船头席地而
坐，头顶着满天星辰，脚踏着海斗深渊，畅谈未来，
畅谈深海人最美好的梦想。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中华民族
的梦想，烟波浩渺的深海大洋笼罩着神奇的科学
奥秘，吸引着我们不断探索。回顾个人经历，仿佛也
在回看整个国家的深海探测历程，令人无限感慨。

“十一五”前，我国的深海探测几乎是一片空
白。从“十二五”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一系列重
要举措，开启了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自此，
我国深海探测技术实现了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
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加快了

我们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步伐，激励
着我国深海科技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一项又一项
技术突破，开始步入万米深渊的行列。

7000 米级“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成功研制
与应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深潜核
心技术的国家之一，从此大洋 7000 米水深范围
内的深海观测、作业、取样、深海工程等不再望洋
兴叹。“海马号”4500 米级遥控潜水器、“海燕号”
深海滑翔机、“海洋石油 981”和“中海石油 201”等
一批重大成果的涌现，极大促进了深海科学与深
海探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亲
临海斗深渊，探测世界大洋 90%的深海区域。

中国最新研制的 7000 米级水下滑翔机、“天
涯”号深渊着陆器、万米级海底地震仪（OBS）、“海
斗”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等深海装备，
于 2016 年 8 月和 2017 年 3 月在马里亚纳海沟

“挑战者”深渊海域试验成功，打破了多项世界纪
录。中国深海探测装备的日新月异、深海科技取
得的诸多成果，深海探测技术由集成创新向自主
创新的历史性转变，无不令世界瞩目。

今年 9月，最新研制的新一代 4500 米载人潜
水器“深海勇士”号，正在我国南海海域如火如荼地
开展试验工作。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研制与海试，
是继蛟龙号载人深潜试验后我国深海技术发展史
上又一个里程碑，预示着我国深海技术装备由集

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已经到来。
“十三五”期间，我国设立了“深海关键技术与

装备”重点专项，开展深海空间站、全海深潜水器
的研制以及深海前沿关键技术、深海通用配套技
术、深远海核动力平台关键技术等的研究工作。特
别是在深海探测技术与装备领域，从“蛟龙”号实
现点的跨越，到 4500 米载人潜水器的全面国产
化、掌握核心技术，再到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我们
正在实现深海探测技术的三步走目标，我国深海
科技也将进入国际“领跑”的新阶段。

目前，丁抗等科学家正在研制全海深载人潜
器，我也期待着 5 年后再次下海，再赴“挑战者”深
渊，成为一名征服全海深的深渊科学家。在我国海
洋大发展的时代，沐浴着海风，追逐着梦想，每个
海洋科学家都在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海洋梦，努力
实现我们的海洋强国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万米时代，逐梦海斗深渊
吴时国

畅谈五年新变化

本报北京 9 月 24 日讯
（见习记者高雅丽）今天，“国
际丝绸之路科学院科技创新
国际会议暨国际丝绸之路科
学院”启动大会在京召开，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 25 个国
家的科技界专家学者出席了
此次大会。

会上，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国际
丝绸之路科学院筹备办公室
主任张景安宣读了全国政协
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中国科
协主席万钢的贺信。万钢在
信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高峰论
坛上提出，中国愿同各国加
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
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
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
移 4 项行动。这些行动的开
展需要凝结各国科学家及相
关领域人士的智慧和心血。
我相信，国际丝绸之路科学
院将作为一个多元合作交流
的平台，为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的实施作出贡献。”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
学中心主席蒋正华表示，科
技创新是“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丝
绸之路科学院将搭建一个国
际合作交流的平台，并得到
了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科
学院等多个单位的支持。经
过一年多的筹划，目前已有
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德国、奥地利等 25 个国家的
科技组织加盟，成为第一批成员。

2016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国家自然科学院院
长 H.A.阿贝卡耶夫正式致函蒋正华，建议由国际
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作为第一发起单位，与
哈萨克斯坦国家自然科学院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联合发起成立“国际丝绸之路科学院”。

据了解，国际丝绸之路科学院是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的国际高端咨询中心和新型高端智库，将
团结沿线国家广大科学工作者，发挥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交叉融合，以及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
家和管理学者相结合的综合优势，针对“一带一
路”共建过程中各国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不协
调、信息不对称、文化差异性等问题，在沿线各国
发展战略对接、资源开发利用、经济转型升级等方
面开展合作研究、科技交流与咨询。

经会议协商讨论，国际丝绸之路科学院总部
和秘书处将设在北京，由蒋正华担任国际丝绸之
路科学院启动委员会主席，全面开展工作。

本报讯（记者丁佳）近日，中科院核能安全技
术所研究员吴宜灿核安全研究团队，绘制出国际
热核实验堆（ITER）的辐射安全演化图谱，编制完
成 ITER 首个中子辐照活化指南，并经 ITER 国
际组织审核发布。

中子辐射照射会使部分材料产生放射性，这个
过程称为“中子活化”。在聚变堆中，核聚变产生的
高能中子引起的活化产物是 ITER 放射源的重要
组成，对 ITER 装置与人员安全至关重要。吴宜灿
团队给出了在 ITER 全时段的中子辐照下，在装置
窗口室、赤道窗口末端、下窗口延伸段、冷屏顶端、
冷屏基座、中性束室等重要区域，90 多种重要核素
和 17 种广泛使用材料在不同时刻的活化特性，包
括活度、衰变余热、吸收剂量、活化路径、清洁因子
等，系统地预测了 ITER 全寿期的活化演化进程，
绘制出 ITER 的辐射剂量安全演化图谱，为 ITER
核设计人员开展材料选型优化和评价、ITER 运行
与周边公众安全保障提供重要依据。

ITER 是目前国际最大的“人造太阳”实验装
置，该计划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
作为人类追逐“聚变能”这一终极清洁能源的关
键一步，由七方 34 国参与实施，投资超过 1000 亿
元。吴宜灿团队长期从事核能中子物理与安全研
究，深入参与了 ITER 计划相关工作，主持了我国
首个 ITER 国际合作项目，并先后完成了十余项
ITER 国际合作任务，建立了 ITER 核分析基本
模型，发现并纠正了原 ITER 设计的多处缺陷，为
ITER 核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科院绘出“人造太阳”
辐射安全演化图谱

本报讯（记者陆琦）9 月 24 日，《国家海洋创
新指数报告 2016》在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 2017
年年会上正式发布。

据课题组介绍，该报告定量测算 2001—2015
年我国海洋创新指数，客观评估我国海洋创新能力
和区域海洋创新能力，并对我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区域示范、我国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国际海洋
科技研究态势等进行专题分析，切实反映我国海洋
创新的质量和效率。从报告结果来看，2015 年中国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为 917，“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
为 9.5%，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海洋企业创新、海洋知
识创造分指数贡献较大；国家海洋创新能力与海洋
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十二五”规划纲要指标进展良
好；区域海洋创新呈现多中心发展格局；海洋科技
投入产出效率呈现“北高东高南低”格局，青岛效率
居全国首位；可持续发展、北极研究等为当前国际
海洋科研热点。未来,课题组将持续开展国家海洋
创新指数的研究，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由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中国科
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联合编制，是衡量
国家和区域海洋创新能力，切实反映其海洋创新
质量和效率的综合性指数。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
报告 2016》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