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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陈者记报本

“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切实履行‘省
部院’共建的职责和义务，全力支持科
大加快‘双一流’建设，把科大的科研条
件创造得更优，把科大的教学环境建设
得更美，把科大的师生生活保障得更
好。”9 月 20 日，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锦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建校 60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这番话引发全场校友长久
的掌声。

许多返回母校的中国科大校友发
出由衷的感慨：“现在的学生幸福啊！”

58 级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惠
兴回忆：“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岁月是
在科大度过的。”由于入校之后赶上了
三年自然灾害，龚惠兴清晰地记得，当
年的最大愿望是吃一顿饱饭，冬天时天
气较冷，“下课后老师赶我们回宿舍钻
到被窝里学习。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同学们仍在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改
革开放后，大家又奋力工作，努力想为
国家多做事”。

“科大人不屈服，再困难都能坚
持，总想着为国家多作贡献。”龚惠兴
认为这是中国科大留给他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

据粗略统计，校庆期间共有 4000
余名校友返校，其中 70 岁以上的校友
报名人数就超过 550 人。

59 级校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在大
会上满含深情地表示：“我和其他校
友一样，在科研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
源于在科大打下的基础，只要能够安
下心来，集中精力做事，就一定能把
红旗插上新的科学高峰。”他说：“我
们国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
努力奋斗的结果。最令我感到欣慰的
是，作为科大校友，我奉献了。”

中国科大自创立之初就强调学生
应夯实基础、理工结合，课程任务安排
紧、内容深，不久之后，即传出了“穷北
大，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的俗语。

63 级校友韩先发
认为，科大人最大的特
点是自信。“我只上了
三年基础课就去工厂当
工人了，我记得基础课
课程很难，一开始觉得
有点吃不消，后来通过
努力慢慢赶上了。但是
这三年使我受益终身，
后来不管到什么工作岗
位上，碰见什么技术难
题，我都能在短时间内
攻克，科大人就是有这
个自信。”

77 级校友、广东校
友会会长欧阳农跃亦表
示：“在科大上学必须拼
搏，但从这里走出去，无
比自信。”

88 级校友、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杨培东认
为，中国科大 5 年扎实
的数理训练对他影响最
大，为他后来进行材料
科学、应用物理等方面
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为母校庆贺 60 岁
生日，校友们也带来了
诸多礼物，公开报道的捐赠总额已经超
过 5 亿元。更多的校友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母校庆生。

“看到师兄师姐为科大作的贡献，
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95 级校友、
牛津大学物理系教授陈宇林表示，英国
校友会于今年 8 月刚刚成立，希望能够
服务英国校友、加强同母校的联系并为
母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美国国家
实验室、纽约华尔街……中国科大
校友遍布天下，回国工作的亦有很
多。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后回母校
工作的 02 级校友、中国科大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教授耿雷说：“60 年韶
华仅有我共度的 5 年，但我会把余
生都贡献给她。”

相较于其他行业，科学家们的职业生涯似乎很
少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他们会穿梭往返于不同的大
洲、国家、科研机构，驱动他们不断迁徙的动力包括
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更好的工作环境或生活环境，
当然也包括为了子女的教育、家庭的团聚等，因此，
有人将科学家称为“迁徙的物种”。

那么，科学家的流动有规律吗？流动究竟给科学
家和科学共同体带来了什么呢？

流动的重心向东迁移

奥地利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学的 Mathias Czaika
和美国哈佛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 Sultan O-
razbayev 2018 年 5 月在线发表了一项新研究，他们
以 Scopus 数据库中 1970~2014 年的数据为基础，分
析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家
的流动呈现以下特点：

科学家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流动距离越来越
大；科学家流动的频率比全社会平均水平高 3 倍；科
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以每 10 年 700 公里的速度向
东方迁移；同时，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正在以每 10
年 1300 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国家迁移。

其中所谓“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指的是科学家
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重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李江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Czaika 和 Orazbayev 的

研究显示，南欧、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的科学家流动
占比逐渐加大，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生大量流出
的国家，如今已成为科学家的流入国，这其中以印度
和中国为代表。

“而过去 40 余年科学家流动和科学知识生产的
重心持续向东方国家转移，从网络结构上看，科学家
流动的重心从大西洋迁移到摩洛哥东边，移动 2800
余公里，平均每 10 年向东移动约 700 公里；科学知
识生产的重心则从大西洋变到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
斯，移动 5800 余公里，平均每 10 年向东移动 1300
公里。”李江说。

在李江看来，这项研究反映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的
一个重要趋势。“东方国家意识到科学人才对于国家发
展的重要性，然后以多种政策吸引他们回国为祖国服
务，这才出现 Czaika 和 Orazbayev 发现的‘科学家流动
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重心在往东方迁移’。”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Cassidy Sugimoto 的发现与
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她以 1600 万人在 2008～2015
年发表的 1400 万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研究，
发现四大洲在科学家流动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各自不
同：北美洲是高素质科学家的生产地，流出之前的科
研人员为高被引科学家；北欧是高素质科学家的培
养地，流入之后的科研人员为高被引科学家；亚洲对
高素质科学家需求量最大；而大洋洲是高素质科学
家的“孵化器”，当科研人员离开大洋洲之后，他们开
始创造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用ORCID追踪科学家的去向

2017 年 5 月 18 日，《科学》介绍了基因学家 Ri-
mantas Kodzius 跳槽的故事，从 1995 年离开祖国立陶
宛到澳大利亚上学开始，当时 42 岁的 Kodzius 已经
在 10 个国家工作过。

Kodzius 有着令人印象深刻且非常羡慕的职业
生涯，其中包括在德国、日本、瑞典、沙特阿拉伯等国
的权威研究机构职位。在沙特阿拉伯，他创建了一个
生物技术公司，并在位于图沃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
大学拥有一个教职。该文章见刊时，他受邀到中国上
海大学担任一个新筹建实验室的主任。他对这个职
位难以拒绝，他说道：“没有活力和冒险的生命不能
让人满足。”

李江告诉记者：“ORCID 的数据显示，之后他又
去了德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家工作，我猜测
他依然是世界上跳槽最频繁的科学家。”

ORCID 是一个社区驱动的非盈利开放性组织，
全称是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专注于
为研究者创建并维护唯一标识符注册系统，它不产
生任何费用、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这个 16 位身份
识别码是科研工作者在学术领域的身份证。ORCID
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跨学科、研究部门和国界进行
交流。ORCID 是研究者与研究的连接枢纽。Kodzius
问鼎全球最频繁“跳槽”的科学家，正是源自对其
ORCID 标识符的追踪。 （下转第 3版）

科学家向何处“流”
本报记者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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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出版计划，本报 9 月

24 日休刊。

本报北京 9月 20 日讯（记者李晨）记者今天在
2018 中国农业农村科技高峰论坛上获悉，根据最新发
布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报告（2012-2017）》，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科技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农业科技前沿研究整体活
跃，已进入第二梯队。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
华俊介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2 年的
53.5%提高到 2017 年的 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 95%，2017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7%。

会上发布的《2017 全球农业研究前沿分析解读》基

于科睿唯安 ESI 数据库遴选出农业领域 12 个热点前沿
和 2 个新兴前沿，主要集中在作物基因组技术、作物改良
基础与营养机制、渔业资源及海洋动物行为、授粉昆虫健
康问题，以及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等研究领域。

在 14 个农业领域研究前沿核心论文的 Top 产
出国家和机构中，美、英、德、法位列前四，中国排名
第 5 位；中国科学院在机构中排名第 12 位。14 个农
业领域研究前沿施引论文的 Top 产出国家和机构
中，中国排名第 2 位，仅次于美国；中国科学院在机
构中排名第 3 位，仅次于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加州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
分别位居第 7 位、第 18 位和第 20 位。

科技论文全球竞争力分析结果显示，2014 年至
2016 年间，我国农业领域论文产量不断提高，共发表 SCI
论文 49704 篇，全球排名第 2 位；论文总被引频次
218205，排名全球第 2 位；高被引论文发表量和 Q1 期刊
论文发表量均在全球排名第 2 位；国际合作论文发表量
全球排名第 3 位。

而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结果显示，2014 年至 2016
年间，我国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中国有 16
家机构进入全球前五十重要专利权人排名，其中中国
科学院排名第 2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排名第 4 位。

该论坛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指导，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农学会共同主办。

我国农业科技前沿研究进入第二梯队

本报合肥 9 月 20 日讯（记者倪思洁）今天上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建校 60 年纪念大会。中国科学
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安徽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锦斌，中国科大校长包信
和等出席校庆纪念大会并讲话。大会由中国科大党委
书记舒歌群主持。

校庆纪念大会上，白春礼代表中国科学院，向长
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科大建设发展的国家有关部
门，安徽省委省政府，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校友表
示感谢。

他说，中国科大 60 年发展取得的成就，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60 年来，中国科大始终秉承“红专并
进、理实交融”的校训，坚持“科教报国，服务社会”的办学
使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大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产出了一
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春礼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科大
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忘初心、接
续奋斗、再创佳绩。希望中国科大严把政治方向、潜
心立德树人，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深化教育改革、坚持科教融合，加快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搭建宽广平台、做好
服务保障，着力打造一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
水平教师队伍；抢抓历史机遇，服务区域创新，全力
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量子信息科学国
家实验室建设。

纪念大会上，李锦斌代表安徽省委省政府对中国
科大建校 60 周年表示祝贺，他表示，中国科大是安徽
省的璀璨明珠和靓丽名片，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履行省、部、院共建的职责和
义务，全力支持中国科大加快“双一流”建设，把中国科
大的科研条件创造得更优，教学环境建设得更美，师生

生活保障得更好，努力使大家创新愉快、学习愉快、生
活愉快。

包信和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科大将初心不
改，秉承校训，科教报国，追求卓越，永葆科大人的忧
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心聚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将中国科大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
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代表兄弟院校，中国科学院院
士赵忠贤代表中国科大校友讲话，教师代表陈宇翱、学
生代表李佳根发言。

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国英，省委副书记信长
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省委常委、合肥市委
书记宋国权，中科院、安徽省相关负责人，中国科大老
领导及相关负责人，国内外高校代表，师生校友代表等
约 2000 人出席校庆纪念大会。

本报合肥 9 月 20 日讯（记者倪思洁）今天下午，
首届“嘉庚论坛”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中国科学
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理事长白春礼
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科大校长、嘉庚论坛主
席包信和主持。

白春礼代表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和中科院，向
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白春礼说，嘉庚论坛成立的目的是搭建跨领域
对话的平台，希望与会嘉宾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彼此
领域的最新进展，沟通各自的实际需求，从而互相启

发、互相促进，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共同推进科技与
经济的深度融合。

白春礼指出，2003 年，中科院和中国银行携手成
立陈嘉庚基金会。基金会秉承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
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致力于鼓励原始性创新和基
础研究，设立了陈嘉庚科学奖和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15 年来，陈嘉庚奖已成为科技界具有广泛公信力和
影响力的奖项，累计已有 30 余项原创成果及 20 多
位杰出青年科学家获得该荣誉。

他表示，今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

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
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
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习总
书记还着重强调，加强创新驱动系统能力整合，打通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不断释放创新潜能，加速
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把党中
央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政产学研金用”各界相互
了解，相互交流，携手努力。

中国银行首席信息官刘秋万表示，中国银行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的工作，支持
嘉庚论坛的持续举办，也希望该论坛能够成为科技
和产业的桥梁，为国家科技升级和产业进步作出更
大贡献。

此次论坛以“交流、融合、创新”为主旨，侧重突出
原始创新，通过学术交流和跨领域对话研讨科技经济
融合，促进“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发展。百余位科技界、
金融界和产业界的院士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出席论
坛，科学家、金融专家等作主旨报告。

中国科大举行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
白春礼寄语科大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再创佳绩

首届“嘉庚论坛”召开
搭建跨领域对话平台 推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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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佳、通讯员杨欣）
9 月 19 日 22 时 07 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七、三十八颗北
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
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
十三、十四颗组网卫星。

卫星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测
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 12
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适
时提供服务。根据计划，年底前将建
成由 18 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基
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服务。

此外，在这两颗卫星上，首次装
载了国际搜救组织标准设备，将为全

球海上、陆上和空中用户提供遇险报
警及定位服务。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大力推动下，国际搜救卫星组织已正
式认可北斗系统加入全球卫星搜救
系统。该搜救载荷由交通运输部参与
建设，是全球卫星搜救系统的组成部
分。此次发射标志着北斗系统在全球
遇险救助领域迈出“走出去”的坚实
一步。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
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 285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卫星
首次装载全球搜救设备

北斗卫星发射现场 通讯员梁珂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