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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多措并举强基础研究 协同发力促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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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

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

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统揽基础研究发展全局,深刻阐明了基础

研究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

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对基础研究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非常具有前瞻性和针对

性。时值习近平总书记2·21讲话一周年之际,非
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座谈会。以下是我个人的学

习体会。

1 学习体会

1.1 强调了基础研究的时代特点和意义

早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基础研

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

关”全面系统的论断。2021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

步法》中提到,“推动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

有机结合”和“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促进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转化融通发展”,这也是过去

几年我们用得比较多的表述。2·21讲话中强调,
“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

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以及

“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我们

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管理工作者要深刻体会总书记讲

话的用词顺序,特别是赋予基础研究解决源头和底

层关键技术问题的殷切期望,体会其中的微言大

义。实际上,近年来,美国NSF的资助领域也明显

有了向应用基础移动的趋势。如2022年NSF宣布

正式成立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学部(the
 

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

TIP),通过解决科学问题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新兴技

术的突破,并以新技术的应用倒逼或促进新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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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提出。总书记讲话的时代意义和科学性也就呼

之欲出了。
总书记早已铺垫“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

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

短”。对于科研范式变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很多人说“科研范式变革”时都会说到是开普勒和牛

顿范式及其结合,开普勒范式是数据驱动,牛顿范式

是基 本 原 理;当 然 也 包 括 最 近 特 别 火 的 AI
 

for
 

Science,这些当然很对也很重要。通过学习,我认为

总书记讲话中的范式变革更重要的还是“学科交叉”
和“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而且,不单是转

化周期缩短,总书记讲话中不少地方蕴含着基础研

究和技术创造之间相互促进的意思。南京大学老校

长吕建院士认为技术有三个层次:使用技术、改进技

术、创造技术,而创造技术必须来自于基础研究。所

以南京大学强调建立(基础研究—创造技术)—成果

转化三位一体的科研模式。这里基础研究—创造技

术是非线性互动的。这就像光学领域的激光谐振

腔。在学科交叉的场域里,依靠科研人才,实现从0
到1,以及从1到0的创新与互动。最终,实现激光

输出,即高水平的成果转化。

1.2 科学区分了三类不同性质的基础研究

总书记在2·21讲话中区分了三类不同性质的

基础研究,即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

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这样分类将模糊的“基础研究”清晰具体化了。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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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做的、企业家要的、政府想的,往往不同步。最

近,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加强基础研究“1820”行动

方案》,即布局18个重点领域、部署18项主要任务、
提出20条支持政策。其中的18个重点领域就是按

三类基础研究来划分,针对性高。
另外,在三类研究里都有个“导向”一词。这实

际上是驱动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兴趣

导向”和“自由探索”。2·21讲话中说的是“组织开

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

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并没有“兴趣导向”。我理

解,总书记对科学问题和应用难题这两种驱动力都

做了强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谈第一点感受时强调

基础研究和创造技术非线性互动的信心来源。早在

2016年,南京大学老校长陈骏院士就提出,以“问题

为导向、做原创科研”为目标,启动了“科技创新十百

千工程”(即学校层面上解决十个引领性的重大科学

问题;院系层面上解决百个重要科学问题;每个人都

在思考自己的千个科学问题)。南京大学较早地实

施了此观点,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十层次的科

学问题衍生出的南京大学“卓越研究计划”(在执行

期内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充分保障项目的顺

利实施,目前已启动10项),前不久得到了郭光灿先

生等的高度赞扬。

1.3 明确了不同创新主体和资源主体的职责定位

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

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

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
作用。”,要“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

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

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优化国家科技计划

基础研究支持体系”等指示,精准定位了各个创新主

体和资源主体,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作为

高校管理队伍的一员,我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

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凸出多学

科融合的优势。高校是传承和创造知识,出人才、思

想与成果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对于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其特点之一就是学科门类较齐全,在多学科间

的交叉与渗透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应鼓励

和支持高校围绕科学前沿开展交叉研究,特别是跨

一级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而探索和发现科学研究的

“无人区”。目前较为成功的路径之一就是支持高校

设立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如清华大学的脑与智能实

验室、北京大学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以及南京大

学态势感知集成攻关大平台、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

研究院等,以此来实现多学科主体间的协同创新。

2 建 议

在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方面,我的理解是:不同

的资源主体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和科学家进行

精准分类支持,方能获得更好的资助效能。
不同的资源主体可分为政府(中央、地方财政投

入)和社会(企业投入、个人捐赠等);科学研究可分

为“靠谱”的研究(有明确应用需求或核心指标的研

究,如重点研发计划)和“不靠谱”的研究(原创性强、
风险性大,目前没有研究基础但有望产出重大成果

的颠覆性研究,如原创探索计划);科学家可分为

“靠谱”的科学家(已经在行业、领域内取得一定声

望和成果的科研人员)和“不靠谱”的科学家(尚未

崭露头角的科研人员,有科研潜力的行业人员、学
生等)。

政府层面应该多支持靠谱的科学家做靠谱的研

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支持靠谱的科

学家做“看起来”不靠谱的研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探索“无人区”,勇攀高峰。
社会层面应该多支持不靠谱的科学家做靠谱的

研究,采用赛马、揭榜挂帅等形式充分激发青年科研

人员和社会科研力量的创新活力,解决实际问题;不
靠谱的科学家做不靠谱的研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科学研究,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产出颠覆性成果

(可能会产生中国的“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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