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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路线图见证中国科技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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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从 !跟着走"转向

!领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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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先导&引领未来!自主创新%!今天召开的中科

院 $创新
#$#$

%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

在阐释 $创新
#$#$

%路线图时!口中不断蹦出一些激荡人

心的词儿#

$提出这样的路线图在
!$

多年前不可想象#%中科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感慨#

这位 $老政策%还记得!

!%%'

年!当中央批复这个

中国科技的火车头试点 $知识创新工程%路线图时!甚至

没有一个明确的提法!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将这一历程总

结为 $跟踪模仿%#

无论是
!)

年前的 $知识创新工程%还是如今的 $创新

#$#$

%!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探路!但是!

因为绘制时间不同!两张路线图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知识创新工程)促使中国科技从跟踪模仿开始向自

主创新转变!(创新
#$#$

)则要带领中国科技走向原始创

新!要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中

科院副秘书长潘教峰如是解释 $知识创新工程%和 $创新

#$#$

%的关系#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



"#

!!!

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从 $跟着走%向 $想着走%&$领着走%转变#

在科技界人士眼里!中国科学院于不同年代绘制实施的这两张科技创

新路线图!见证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崛起之路#

$你力量到哪一步!人家就会怎么和你说话%

今天!由中国发起的科技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中科院空间研究中心发

起的双星探测计划开始携手世界上这一领域的实力派***欧洲空间局'基

因组测序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

而谈起十多年前的合作!很多国外的科学家甚至对穆荣平坦承!当时

更多的是一种支援#

多年来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中!穆荣平一个最大的感触是!$你力量到

哪一步!人家就会怎么和你说话#%

中德合作由来已久!德国人也承认!

#$

世纪
-$

年代末与中科院合作!

主要是中国人向他们争取合作#但现在已经是平等关系!几年前!中科院

的
F:E

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的同类机构&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马

普研究所#

更为真切的体验则是一年前的一个故事#韩国知识经济部一位
)*

岁的课

长慕名而来!投奔到穆荣平的门下!对中韩科技的创新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国内对论文评估认识的变化同样可以为此写下注脚"$知识创新工程%

试点之初!穆荣平正在做中科院评估中心的负责人!当时对各个所的年度

评估是!只要发表过论文!全部都算数!有一篇算一篇'

#$$*

年以后!开

始只算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了!比如发在每个领域前
!*(

的期刊'今天!在

一些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对研究生的考核已经从一年几篇论文变成了几

年内出成果就行#

历时
!)

年的 $知识创新工程%评估报告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发布"中国

科学院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在世界同类科研机构的地位显著提升!与世界具

有可比性的
'"

家国立科研机构相比!有
!&

个学科居于前
!$

位!其中!化

学&材料科学&数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

物理学居前五位#

但今天的中科院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文章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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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在讲话中坦言中国科技在自主创新上存在四个 $不相适应%"创

新人才队伍和整体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创新体制和管

理与科技创新及其社会价值实现途径的客观规律不相适应'创新资源&要素

的结构和布局与我国经济社会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不相适应'科技创新的价

值理念和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国家&社会&人民的期待不相适应#

潘教峰如是总结我国当前科技界的两大突出问题"$原始创新的能力不

够!提出问题的能力不强#%

潘教峰以让国人和科学界备受煎熬的 $诺贝尔奖纠结%为例讲述了一

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冷笑话"由于国内科学家提出问题的能力不强!我国科

学界不断追踪国外的先进方向!结果我们做出的成绩越多!越能为对方的

理论创新提供有力佐证!人家得诺贝尔奖越快#

$创新
#$#$

%将触及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

一系列重大改革试点即将拉开帷幕#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介绍!$创新
#$#$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致力

于 $三个着力突破%!即!着力突破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前

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战略高技术问题#

$创新
#$#$

%规划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组织实施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其核心任务就是啃一些事关国家未来的 $硬骨头%#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分为前瞻战略科技专项和基础与交叉前沿方向布

局两类#

前瞻战略科技专项侧重于突破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关键核心科技

问题!促进技术变革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发展!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基础与交叉前沿方向布局侧重于瞄准新科技革命可能发生的方向和发

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前沿方向!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占据

未来科学技术制高点并形成集群优势#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首次透露了已经正式立项的
&

个前瞻战

略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空间科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应

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同时!基础与交叉前沿方向布局专

创新年轮
!

攀登足迹
中国科学院第十二届科星奖获奖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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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也已正式成立#

围绕组织战略性先导专项!中科院将着力打造三大中心"一批基础前沿

科学中心!一批战略高技术研发中心!一批重大公益性科技综合研究中心#

基础前沿科学中心主要任务是"突破带动技术革命&促进产业振兴的

重要前沿科学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科学知识体系结构变革的重大科学问题#

未来
!$

年!重点建设国家数学交叉与应用研究科学中心!凝聚态物理科学

中心!纳米与分子科学中心!天文与空间科学中心等#

战略高技术研发中心主要任务是"突破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

全的战略高技术问题!以及可能引发变革性技术创新的高技术前沿问题#

未来
!$

年!重点建设先进可再生清洁能源研发中心!先进材料研发中心!

先进网络与超算研发中心!国家及公共安全新概念与关键技术研发中心等#

重大公益性科技综合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突破保障改善民生&破解

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重大科技问题!以及能够揭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规律&

系统提升科学认知的重大科技问题#未来
!$

年!重点建设大陆及海洋深部

资源勘探技术研究中心!高效&生态可持续农业研究中心!普惠健康与生

物医学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监测修复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穆荣平对此解读说!三大中心的组建!对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会有冲击!

有望突破现有的体制障碍!促进跨学科&跨机构的研究!探索资源配置的

新模式#

白春礼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创新
#$#$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目标和改

革举措!将触及现行管理体制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穆荣平说!我国现有科研体制一大痼疾就是!各科研院所各自为战!

重大任务的组织能力弱!以前如果抽调这些人!要么自己不愿意!要么所

里不放人#

与此同时!也将形成新的成果评价机制#以往!在同一个研究所内!

搞工程技术的论文发得少!在研究员成果主导下逐渐被边缘'搞技术开发&

转移转化的!钱拿得多!但地位不高#新的分类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无疑

将实现科学生产力的新解放#

潘教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的科研经费配置中竞争性配置太多!稳定

支持太少#他说了一个数字!

#$$%

年中科院的在研项目中!

'#(

是通过竞

争获得的#而即将实施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将以稳定性支持为主!保证

科研人员能够踏踏实实地做研究#

文章作品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