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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新能源材料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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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

问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

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

移。我国的新能源材料领域目前在科技革命中勇立

潮头,这与能源、材料、化学等领域长期、大量基础研

究的积累与关键技术的突破密不可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强化

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引领科学

研究新范式的转型革命,保障基础研究在技术创新

中的根本驱动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基础研究的战略支撑地位,加强高水平有组织科研,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电。

1 着力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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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源头,
没有基础研究支撑的创新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只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才能永葆创新的沃土,持续滋

养原创科技成果生根发芽。以本人从事的新能源材

料领域为例,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取得巨

大成效,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并在

有关领域占据第一位置。锂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

电池现已成为外贸出口“新三样”,这些科技产品的

成功都来源于相关专业中基础研究的积累与突破。
然而,我国锂资源匮乏,只占全球6%,目前约70%
电池级锂资源依赖于从加拿大和澳洲进口。近几

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部分西方国家不断阻挠我

国海外锂矿开采。锂资源被“卡”严重威胁我国电池

产业链安全,因此,从国家能源安全方面考虑,开发

不受资源约束的新型电池迫在眉睫。发展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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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钠电池不仅可以化解锂资源“卡脖子”风险,还可

以作为锂电池的战略储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

“双碳”目标实现。然而,由于钠离子半径相比锂离

子更大,其嵌入电极材料容易导致材料结构塌陷,造
成电池性能迅速衰减,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突破

钠离子电池的关键科学问题必须从电池内部的离子

传输和电子转移过程等基础科学问题入手。经过长

期不懈的努力,本人所领导的团队针对性地提出了

微纳结构设计、表/界面和组分调控等三位一体的协

同调控策略,实现了高性能钠离子电池器件的构筑。
多年的研究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基础研究必须高质量

发展,而且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

路”,才能最终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2 加强高水平有组织科研

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系

统性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大科

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

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组

织的科研可以充分挖掘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

和创新性,明显提高科研效率和质量,有力推动科技

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组织的科研能够整合各种资

源,形成科研合力,避免科研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
从而提高科研效率和质量。有组织的科研能够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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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实
现多元知识、不同思维的充分交流与碰撞,促进新观

点、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推动科技创新。
同时,有组织的科研能够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真正实现“国之所需,我之所向”,提
升科研工作的战略意义。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四个

面向”,在科研前沿以及科技产业应用中发现、提出

重大问题,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充分利用“揭榜挂帅”
机制,建立合理的科研团队,加强跨学科和跨专业的

交流与合作,充分整合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机构的

优势资源,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发展重大需求,
进行“集团军”式科研攻关作战,做高水平的有组织

科研,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掌舵引航。

3 打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人才是科技创新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科技创

新的根本源泉。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

平人才。当前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别

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

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

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

伍和一流创新团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尊重人

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

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

队”。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基本构建完备的人才资助

体系,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在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培养造就

一大批基础研究拔尖人才,要持续健全优化人才评

价体系,不拘一格挖掘、培养、重用科技领军人才,尊
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规律,加大对核心骨干

人才的中长期资助、激励力度;同时,还要针对专业

和技术领域完善人才考核评估方法,避免科研成果

评价“一刀切”,防止人才帽子异化;并结合“揭榜挂

帅”等机制给予年轻人才更多“挑大梁、担大任”的机

会,实现才有所用、才尽其用,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不竭动能。

4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是我国无数科技工作者在长期默默

无闻的科技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
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我国的科学技术从一穷二白

的新中国白手起家,在筚路蓝缕、吃苦耐劳的艰苦奋

斗中快速发展,在国际上各种技术封锁和“卡脖子”
中不断取得突破、引领发展。短短七十多年的发展

历史中,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筑下一座又一座丰碑,在传承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烙印的科学家精神,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
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中国特色的

科学家精神具有丰富内涵———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

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

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创新

的精神动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创新文

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
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对于增强我国的科技

实力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

时,应加强科普宣传,不仅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普

及,向儿童倾斜、向低学历人群开放、向全社会推广,
更要加强科学家精神的塑造与宣传,挖掘具有中国

特色的科学家故事,树立尊重科学、重视科技、热爱

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科技工作者必须继承、
弘扬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以建设科技强国

的目标为己任,胸怀勇闯创新“无人区”、实现“从0
到1”突破的创新自信,勇立时代潮头,勇担时代使

命,扎根基础研究并推动其高水平发展,为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凝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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