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7972

CHINA SCIENCE DAILY

总第 期 2022年 3月 7日 星期一 今日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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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kexuebao 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84 代号 1－82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学报社出版

中科院与多省区
举行科技合作会谈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陈欢欢）在 2022
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河南省、福建省、吉林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山东省等省区
分别在京与中国科学院举行科技合作会谈。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首先对每
个省区长期以来给予中科院及所属单位的
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
中科院与各省区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了一系
列务实合作，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重要科技
成果，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科技支撑。

会谈中，河南省省长王凯，福建省委书
记尹力、省长赵龙，吉林省省长韩俊，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蓝天立，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省长王清
宪，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省长周乃翔等省
区领导分别介绍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关情况，各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以及科学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考

虑，希望院省（区）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先
进技术研究、重大项目立项、科研平台建设、
人才引进培养、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
作交流，力求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侯建国感谢各省区对中科院的信任。他
指出，当前中科院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
示要求，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聚焦
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重大问题，加快改
革创新发展，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发挥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的作用。他表
示，中科院愿与各省区紧密协同，在巩固已
有合作基础上，加强统筹谋划，瞄准国家战
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凝
聚更多共识，采取有力措施，深化务实合作，
以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新成效助力国家和区
域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

省区有关负责同志，中科院副院长、党
组成员张涛，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李和风及
院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科技界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增强创新能力 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倪思洁冯丽妃胡珉琦李晨阳韩扬眉赵广立 中科院 6人、1集体

分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红旗集体称号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日前，全国妇联公

布 2021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
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共有 10
人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300人荣获全
国三八红旗手、200个单位获得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称号。其中，中科院 6人、1集体获得
表彰。

中科院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 6 人分
别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付巧妹，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佛山
分所所长毕利军，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委员、胸部放疗
科主任杜向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智能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吴丽芳，中
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组长、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玲玲，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潘秀莲。

中国散裂中子源探测器及数据获取团
队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两会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

未来十年应增加大科学装置投入
■本报记者倪思洁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贻芳提出，大科学装置
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大科学装置本身也
是科技强国必备的科技基
础设施，但目前我国大科
学装置建设方面存在投入
经费占基础研究经费比例
偏低的问题，未来十年我
国应增加大科学装置建设
经费投入，下好先手棋。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王贻芳算
了一笔账：“过去十年，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投
资基本稳定在每五年 160 亿元，平均每年
32亿元左右，没有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而增长。即使加上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地方政府的研究经费、人员
费、配套经费等，我国大科学装置相关经费
每年也不会超过 60亿元。”
“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只占研发

经费的 6%，而欧美日等国的这个比例均超
过 15%。假设所有的大科学装置都属于基
础研究，我国大科学装置占全国基础研究
的经费比例为 4%，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
家约 10%的水平。这样我国大科学装置经
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不到欧美日
等国的 1/6。这个比例与大科学装置的作

用、意义和成果并不相
配。”王贻芳说。

为推动我国大科学装
置发展，应对未来十年科
技发展态势和国际竞争，
他提出国家应该增加大科
学装置的建设经费投入，
并协调地方政府和社会力
量参与大科学装置的建
设，将其贡献的比例从目
前的平均 20%左右提高到
30%~50%。

由于大科学装置建设一般需要 5~10年
的酝酿期，王贻芳认为，必须提早规划准备，
开展前瞻性的设计和技术预研。

王贻芳说：“在选择建设大科学装置时，
既要保证一定程度的领域覆盖面，确保重要
方向有机会从填补空白逐渐发展到国际并
跑，也要有亮点，确保装置国际领先，取得有
重大国际影响的基础科学重大成果。”

同时，在建设中要统筹考虑大科学装置
建设规划，确保大科学装置中基础研究项目
的数量和规模，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用于基础研究的大科学装置一定要

有充分的国际合作，要积极争取国外的参
与和实物贡献，在项目的选择上要做到国
际评审，项目的运行效益要有国际评估。”
王贻芳说。

王贻芳

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高期望
■李晨阳

春意渐浓，万象更新。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承载着亿万人民期待的全国两会，如巨轮出
海，驭风排浪，引领着举国上下拼搏奋进的方向。

阅读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次又一次，
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高的期望。

2020年———“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2021
年———“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22年———“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

每一次新的表述，都在进一步强调科技创
新之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

科技创新之美，在于“顶天”：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科技创新之利，在于“立地”：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正是凭借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守卫国家安
全，凭借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科技端稳
中国饭碗，凭借以“青蒿素”为代表的医药科技
呵护人民健康……纵览历年最高科技奖名单，
就是一部科技兴国、创新强国的辉煌简史。

如今，科学技术早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也让未来充满值得期待的惊喜。近日全
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勾勒出的
一幅“人工智能 +”未来生活画卷，就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和憧憬。

据测算，至 2020年，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已经超过 60%。无论你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山
村，都无时无刻不受到科技的庇护和惠泽。

然而，我们奔跑的时候，别人也在飞驰。主
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 80%，相比
之下我们依然任重道远。2021年美国通过《无尽
前沿法案》，将拨款 1100多亿美元支持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先进能源等重大领域
的研究。这些再次提醒我们，在科技创新这条赛
道上，没有安然打盹的兔子。

放眼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起云
涌。正在上演的种种剧变，让人愈加体会到科学
技术作为国之重器的战略地位。能不能攻克“卡
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能不能突破“约束堵
点”，关系到我们是否能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扫除
障碍，是否能在技术封锁和各类制裁越来越频
繁的国际环境中傲然自立。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永
飞所说，“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
自立自强”。

历史的千钧重担，落在 9100万科技工作者
的肩上。

两会时间，风云际会，来自科技领域的全国
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荟萃一堂。在他们带
来的提案议案中，碳中和、新能源、生物医学、数
据安全、工业软件、智能制造、元宇宙等词汇闪
烁光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
再次为中国“芯”奋起呼吁，至少十余条“芯”提
案“芯”建议，为这个关切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的
领域献计献策。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在国家领导人的
殷切讲话中，在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再强调中，在
14亿中国人民的热烈期待中，广大科技工作者
正在勇敢地迎接新使命，拥抱新征程。

一年之计春风起，两会之期旭日升。不仅仅
是代表委员，所有爱国敬业的科技人员，都是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都在为祖国
繁荣富强积极贡献力量！

两会时评

冬残奥会火炬手
实现“双手”传递

近日，在北京冬奥组委驻地举行的 2022年冬残奥会火
炬传递活动中，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自
动化所）研制的上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成功协助火炬手彭
园园完成火炬传递，彰显了奥运与科技的融合理念。

沈阳自动化所科研人员在上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的
研制中，不仅突破了人机神经接口技术，还创新研制了贴
合皮肤的多模态信息采集系统，准确解析受试者意念，实
现残肢与该外骨骼机器人间的自然操控。

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支
持下，沈阳自动化所牵头研制出多款行为辅助机器人。

图为火炬手彭园园使用上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进行
火炬传递。

本报记者沈春蕾报道 沈阳自动化所供图

3月 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
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
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
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

其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
支持；企业研发经费增长 15.5%，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加速融合；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大企业
创新激励力度等内容引发科技界代表委员的关注
与热议。

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的信
息振奋人心。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如何落实，他们纷
纷建言献策。

科技创新：找准问题，统一认识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
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加大对
青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让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尽
展其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
加强长期稳定支持，不仅可以提升科研经费

使用效率，减少科学家用于申请项目的时间和精
力，还可以减少重复性研究，避免出现关键难啃的
硬骨头无人问津的局面。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是国
家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只有充分论证找到问题
的关键点，全国一盘棋进行整体战略布局，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优势才能得以体现。
此外，对于参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的人才，要分类管理、分类评估，不能“一刀
切”。对于年龄的限制也应该根据学科的不同而不
同，比如，在数学、物理学科，年轻非常有优势，但

在农业领域，经验很重要，年龄可以适当放开。此
外，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年龄也应该有
不同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

究员张柏春：
我们一定要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注意科学

研究的不确定性，要有耐心。在判断我们应该支持
什么项目、支持什么人时，应该首先重视洞察力强
的杰出同行的意见。基础研究重点支持精干的队
友，发挥人才的创造天赋，同时也要给那些未被重
点支持者一定的空间。有时候，看似是“弱者”的，
实则是“例外的创新者”。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力：

很高兴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强调
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的呼声可谓由来已久，但
我发现，人们对基础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解。究竟什
么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包括兴趣驱使的自由探
索和应用导向的研究。对于后者的重视远超过前
者，以致前者的空间不断被压缩。

我建议，在相关重要科技政策文件中明确定
义基础研究，清楚表明支持兴趣驱使的自由探索，
并在资源配置与经费分配上给予切块支持；不断
完善科技评价体系，鼓励长期坚守，构建有利于自
由探索的研究生态；加强科普宣传，准确介绍基础
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保护、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和
自由探索热情。

企业创新：激发创新活力，提高转化效率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
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永飞：
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正逢其时。企业当前

仍然存在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创新动力不足、
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等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的
转化效率。

一是大力发展科技领军型企业，进一步形成
共识、合力，共同打造科技产业自主生存发展的能
力，协同培育产业链、供应链经受超极限打击的能
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突破。二是依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科技企业，在高水平自
力更生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中，确保极端条件下
产业可正常持续，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国内国
际双循环中，确保正常条件下能应对极端冲击。三
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托制造业中
的先进企业，解决“卡脖子”技术中材料和工艺这
两大质量问题，积极吸引外资，同时不遗余力地支
持培育本土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这些信息释放极强的信号，十分振奋人心。在

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我认为有两点十分关
键，一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强调企业
家精神，支持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和有企业家
精神的科学家；二是原始创新要立足长远，且应赋
予科研人员高度的自主权。相信未来科学家能够
更加专注于科学研究，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将进
一步被激发。

制造业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核心竞争力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增强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推动产业向中高端
迈进”。 （下转第 2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

遏制科技界的浮夸浮躁之风
■本报记者韩扬眉

“重磅！”“诺奖级成
果！”“革命性突破！”近年
来，类似的字眼频繁出现
在媒体的科技成果报道
中，甚至出现在一些科研
人员的成果描述中。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田刚看来，
这种夸大式的宣传报道
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与科
研工作本应具有的脚踏
实地、求真务实的氛围是
不匹配的。
“夸大科研成果的影响力，既会误导公

众认知，又影响学术风气，不利于年轻科研
人员成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田
刚直指要害。

田刚指出，科技宣传中的浮夸风最集中
的表现就是夸大成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比
如，只要发表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的论
文，就等同于“重大突破”。
“实际上，任何领域称得上‘重大突破’

的成果都非常难得，大多数研究是在研究中
取得了有意义的进步，或是验证前人的理论
或是对已有结论的推广。”田刚说。事实上，
对于科研成果的夸大宣传，很容易让公众产
生盲目乐观情绪和误解，而大众对我国科技

真相的误解还会影响到青
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田刚指出，“更严重”的
影响是，“媒体的宣传导向
已经影响到了学术界内
部”。过度报道干扰科研环
境，使得科研人员将注意力
过多放在宣传而不是踏踏
实实做好研究工作上，这极
大浪费了他们的精力。
“夸大报道带来的声

誉甚至是直接的利益，会
造成不良示范，挫伤做出了好的研究成果却
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田刚说。

他同时指出，过度的评奖和人才项目
也是浮躁的表现，也会造成相似的后果。
“奖项是一种学术认可，要保证质量，过多
的奖项反而可能有违初衷。人才项目作为
对科研人员过去工作的肯定与认可是非
常需要的，但它不应该成为‘帽子’，成为
永久性的待遇保障。”

田刚呼吁，科研评价权应当掌握在科
学家手里，相关单位要遵守和把握科技类
报道的严谨性，尽可能减少非学术机构组
织的科技成果评比活动，遏制科技宣传与
科技界的浮夸浮躁之风，还科技界一个风
清气正的环境。

田刚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