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上海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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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中国科学院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与上海中学国际部开
发的科普剧舞台剧“微观探秘之健康保

卫战”，日前登陆上海话剧中心“大舞
台”。此科普剧荣获徐汇“汇健康”科普大

赛舞台剧三等奖。
“微观探秘之健康保卫战”科普剧讲

述病毒入侵人体过程，免疫系统的反击

战，疫苗的作用，希望用科学来解释生

活，消除误解，理性对待疾病的发生与防

治。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青年科学家和中学生的首度合作，该科

普剧内容专业又轻松活泼，其中既有科
学家讲授病毒、免疫和疫苗的科学道理，

又穿插孩子们的科学表演秀，并邀请台
下观众进行实验和互动等。“科普＋”与戏

剧的结合，让在场观众收获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科普视觉盛宴。

科学家与中学生手拉手 科普剧登上话剧“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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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上海的基础研

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R&D）
经费支出比例达到 12%左右；全球
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
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将在“十四五”期
间基本建成……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一连
串实实在在的“硬数字”、高投入、新产业，吹响了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新号角，进一步激发了上
海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那么，《规划》即将释放的创新“高
光”，给科研人员、硬科技从业者以及
上海市民带来哪些科创“红利”？

    自 1998年成立，微软亚洲研究院落地

中国已有 20余年，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众多

科技领军人物，也让微软在全球人工智能竞

争格局中举足轻重。日前，这所研究院“换
帅”，并迎来首位海派“掌门人”———曾就读

复旦大学的周礼栋。
9月 27日，周礼栋博士在上海举行的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秋季技术研讨会上
首度谈及自己的创新研究成长心路。他毫不

犹豫地提出了对短期功利主义的质疑，并特

别指出，对于创新型研究来说，由愿景和梦
想驱动，胜于由结果和利益驱动。

1995 年，周礼栋离开复旦，离开上海，
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而后又在全世界

各地“游荡”了 20多年，却一直乡音未改。回
忆当年在复旦大学求学的经历，他很感恩教

授们在自己心中栽种下的计算机“种子”。
“进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曾上

过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复杂性分析和计算机
语言理论这两门非常难的课程，但在来自世

界各地 20多名博士生里，我是唯一一位

两门课都拿 A的学生。”周礼栋说，若非理论

基础打得扎实，是不可能在短短半年里取得
这样的成绩。“是复旦的教育，在当时艰苦的

情况下，把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到跟世
界其他学生同样高的水准。”

2002年，周礼栋博士毕业后进入微软
工作。从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到如今的微软

亚洲研究院院长，他坦言，从个人到集体再

到社会，最重要的是创新研究要摆脱“功利
心”。“我遇到了不少真正的研究者，对他们

来说，做研究是对‘真善美’的长期追求，所
以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这极大地触动了我，

敦促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追求一些短
期目标而牺牲研究本来的意义。”

在周礼栋看来，当“数字化转型”成为不
可逆转的全球性潮流，作为身处数字化创新

前沿的科研工作者，思维方式的转型就更加
紧迫和重要，这其中就包括思考创新的动力

是来自内心的兴趣与追求，还是外部的挑战
和压力；创新型组织里的每一位同伴可持续

的成长要比短期 KPI的实现更重要等。

他尤其提到，人工智能的创新不仅需要

关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各种各样
的应用，同时也需要关注系统架构和基础设

施部分，“只有牢固的地基才能让上层的创
新更随心所欲”。 本报记者 马丹

描绘未来智慧生活
上海吹响了科创中心建设的新号角———

创新型研究应摆脱“功利心”
微软亚洲研究院海派“掌门人”提出“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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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
犹如吃到“定心丸”

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
室主任庄珺博士看来，在上海做科研是越

来越幸福的事。未来五年，不仅全社会研发
投入接近发达国家，上海还将会是一个国

家级的科研工作平台。“根据规划，坐落于
上海的国家实验室和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集群将进一步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

合，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
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将在‘十

四五’期间基本建成。”
不仅是在光子、生命科学领域，在能源、

海洋、空天等我国科技发展急需、具有相对
优势和科技突破先兆的领域，上海也在积极

加快谋划新一批重大科技基础的建设。更多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等国家级科研基地平台将有望在“十四

五”期间落户上海，连同本市科学与工程研
究类、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和基础支撑与

条件保障类基地构建起了完善的科研基地
体系。与此同时，新型高水平科研机构也将

迎来一轮新的发展良机，包括国际一流科研
机构、世界一流大学、中央在沪机构都将为

科研人员在上海开展科研提供机会。
同时，“全球-国家-上海”梯次接续的

基础研究项目支持犹如“定心丸”，助科研

人员心无旁骛搞科研。庄珺指出，“十四五”
期间，上海将继续深度参与重大科学问题

攻坚突破的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

家重大战略项目为上海科研人员提供了坚
实的支持。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将在

上海与国家的战略需求更好地结合，脑科

学与类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批基础
研究领域获得上海前瞻布局项目的支持，

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
成为世界领跑者。

“硬科技”从业者
核心技术觅赛道

2020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
家开展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初步明确了

我国重点领域技术现状，其中上海在生命
健康、能源、交通、城镇化等领域贡献了领

跑技术。三大高地的“上海方案”，推动中国
芯、创新药、智能造、蓝天梦、未来车、数据

港等蓬勃发展。

《规划》基于上海当前的资源禀赋扫描
识别出了脑机接口、扩展现实等若干战略

前沿技术领域及其相应的研发重点方向。
“硬科技创新创业者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

更好借势发展的机会。”
庄珺博士指出，重大任务提示硬科技

从业者协作攻坚的靶点，重大平台建设助

力硬科技从业者开展技术攻关。此次《规
划》不仅开展技术项目的点上攻坚，也注重

研发团队能力培养的支持，例如重大创新
平台在规划文本里被视为研发能力沉淀和

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来考虑。

普通市民
享受更智能生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迫切需要科技
创新的高水平供给。《规划》用“科学神笔”描

绘了上海市民在“十四五”可以享受到的智
慧、安全、低碳和健康生活，亮点纷呈。例如，

自主协同的智能交通系统给城市交通带来
弹性。“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系统的研发应用将为

解决人工驾驶与自动驾驶的混行难题提供

方案，自动驾驶离市民生活越来越近。”
再比如，作为“十四五”重大平台建设

的亚太台风研究中心，让市民对每年来沪
的台风多点深入了解。“上海年年会经受台

风的影响，亚太台风研究中心建设后，上海
将开展台风预报预测关键技术国际联合攻

关及成果转化应用，发起并牵头组织台风

外场观测大科学计划，打造世界一流的台
风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到那时，上海及中国

台风预报准确率和有效预警提前量将实现
全球领先。”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近期， 华为又成为焦

点。 任正非先生此前的诸
多讲话、 视频又被搬了出

来。 “搞芯片光砸钱没用，

还要砸人才”———任正非

此言一语中的。

曾经， 身边便被一种

舆论包围着： 我们只要集

中财力、物力，就能把最精
尖的芯片搞出来；甚至，只

要砸钱，就能在十年、二十
年内超越世界科技大国。

任正非却言： 砸钱是不行
的，我们要砸数学家、物理

学家、化学家，中国踏踏实
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学、 脑科学等各个方面
努力地去改变， 我们才能

站得起来。

显然， 钱不是科技创

新的关键因素， 人才队伍
才是科技强国的基石，而

且，科技创新来不得功利，

不可谋求一日之功， 需要

夯实基础学科，需要有原创。

科技创新， 更不能像高考那样也来

搞“分数优先”。 这里的“分数优先”是个
比喻，是成绩的意思。 换言之，我们搞科

创，进行科技考评，不能简简单单以“成
绩”论英雄。

其实，当下综观我们的高校、我们的
科研院所，依然是以“成绩”说话居多。 高

校教授完成科研任务， 以 SCI论文数量

为据；某某奖项，众人趋之若鹜；科研经
费，谁争得多谁就厉害，如此等等。 当科

学研究离开了揭开大自然秘密为主要动
力的时候， 当功利主义超越了兴趣的时

候，科技创新便被注入了大量的水分。

传统的科技评价体系需要改变，“围

墙”应该打破，“门槛”也需要降低。 这些，

都是说了多年的老生常谈。 可喜的是，坚

冰正在被破除。 中央推出了《关于完善科
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科技成果

“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等
等，皆有了改革方向。

未来科技创新， 该抛开所谓的 “成
绩”了。 基础研究容许失败；面向市场和

应用的科研项目由市场、 社会和实践检
验、 认可， 不以短期业绩为考核依据等

等。 整个社会也该对科技创新有个概念：

不是一搞就一飞冲天， 而是要经历无数

的失败再失败。人，基础学科的
人才方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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