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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重奖鼓励原创突破 汇全球“大脑”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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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湖畔，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又一次点燃了城市的科学热情。 10

月 30日与 31日两天的先导会议，主

角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中国少年
的风采，让人欣慰，让人惊喜，真可谓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科学决定人类的未来，少年决定

未来的人类。 每年的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在“扶持青年成长”的宗旨
下，“小科学家” 的表现总是备受期

待。 从前两届的青年论坛，到后两年
的科学 T大会， 不仅在选拔方式上

更成熟、更多元，年轻人也从参与者
真正变成了主角。

对于中学生和大学新生来说，这
个舞台很大，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偶

像，或许就站在你的身旁。 可“Z 世
代”们有热情、会思考、更重要的是，

有志气。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 T

大会：少年英才交流对话会”上，源于

兴趣的研究让人眼前一亮———喜欢
《三体》醉心宇宙，那就来算算用霍曼

转移进行地火轨道转移时，需要用几

天；坚信科研来自生活的点滴，身边
再寻常不过的共享单车也能用来构

建企业博弈行为的数理模型……

年轻人最关注什么？ 从复旦大
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位人工智能领

域的专家频频起身回答问题就不难
得出答案。 “小科学家” 们敢问、会

问、善问，对量子物理、天文学等世
界前沿科技的思考， 连教授们也有

些招架不住。

“少年英才交流对话会”上，有
年轻人在分享完自己的报告后感

慨， 希望有一天能站在世界性的科
学大会上， 用中文发表自己的研究

成果，让全世界听到“中国之声”，瞬
间掌声雷动。

“对真理的渴望比实实在在地占

有更珍贵。”“值得我们追求的唯一高
尚的美德，就是对科研工作的真诚。”

看起来，“Z世代”们已经有了自己对
科学研究的认识。

想起第二届论坛时，曾有人探讨
过对青年人缓称“家”，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不过昨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的一

番解释似乎能让争论停止。 “我们

称年轻人为‘小科学家’，是希

望你们有一天能成长为大

科学家，未来能够引领科

技发展的大潮。 ”

郜阳

    本报讯（记者 郜阳）面向全

球科学家颁发的世界顶级科学大
奖今天在中国上海创设。在今天上

午召开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开幕式上，论坛主办方正式宣

布创设“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中文简称“顶科协奖”），首设“数
学与智能科学奖”和“医学与生命

科学奖”两个单项奖，每年评选一
次，每个单项奖奖励金额为 1000万

元人民币，跻身全球奖励金额最高
的科技奖之列。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由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上海世
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承办、红

杉中国独家永久捐赠。奖项对标世
界顶级科学大奖，定位为设立于中

国、由社会力量举办、面向全球科学

家（不限国籍、不限年龄）评选和颁
发的国际性科学大奖，邀请世界顶

尖科学家担任评审，用于表彰全球
范围内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

科学家。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

科恩伯格表示，顶科协奖的构想与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同时孕育，最

后获支持落地，证明中国对基础科
学发展的重视；顶科协奖侧重支持

原创性基础研究，鼓励科技人员更
好地投身和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

福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信
心将这一创设于中国境内的科学

奖项打造成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

的世界顶级科学大奖。

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全
球战略合作伙伴，红杉中国将独家

捐赠 5亿元。红杉全球执行合伙人、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理

事沈南鹏表示，希望大奖可以为全
球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筛选出

最优质的种子，推动人类科学事业

不断蓬勃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以
上海为起点、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性

大奖，如同科技领域的“东方明珠”，
必将成为彰显上海现代化和国际化

成就的新标志。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设立管理

委员会、遴选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
负责奖项的征集、初评和终审，并将

于 2022年正式启动评选和颁奖。

    本报讯（记者 郜阳）上午，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总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以生命科学和人工智
能为研究方向的高标准联合研

发中心开工建设，标志国际创新
协同区建设全面启动。该项目力

争于明年 5 月结构封顶，2023

年实现竣工并投运。
据悉，国际创新协同区聚

焦发展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
工智能、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等

前沿科技产业，加快集聚总部
经济，以制度创新引领加快数

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将发挥
“海内外人才集聚、国际创新网

络节点、创新策源提升、科技成
果转化、产城生态融合”五大功

能优势，进一步助力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该区域规划总面积

约 6.95平方公里，分为科创研
发总部湾、顶尖科学家社区和

科技创新城社区三个板块。
科创研发总部湾位于滴水

湖一环带，是国际创新协同区最
具显示度和集中度的滨水门户。

顶尖科学家社区位于国际创新
协同区中部地区，定位为“世界

级的新时代重大前沿科学策源
地”，以“领先未来 20年的科技

战略力量，储备未来 50年的科
学资源”为战略使命，聚焦重大

科学问题和前瞻性基础研究。规划建设包括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联合研发中心、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及莫比乌斯科学公园等城
市功能配套设施等，并将打造以顶科论坛永久

会址“鲲鹏之门”、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全球总
部基地为区域地标，围绕橙和港、夏涟河十字水

系形成周边建筑向水系衍生的梯度空间，形成

簇群错落、起伏有致的总体空间形态。科技创新
城社区规划面积 3.2平方公里，构建形成“一

轴、一带、七片区”的空间发展格局。
截至目前，顶科永久会址大楼已结构封

顶，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作为第五届顶尖科
学家论坛会址投用；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计划

于明年 8月主体结构封顶、2023年 8月竣工；
莫比乌斯科学公园也正在加速推进建设中。

单项千万元奖励
全球原创性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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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论坛，她想帮妈妈治病 以少年之名 燃科学之光

抢稿

2021年 11月 1日 星期一 上海临港 晴

    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 ·生命科学 3.0 与交叉研究论坛
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的高二女生张馨宁坐在前排，听
得格外认真，不时在纸上记下些什

么，似乎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

她决心报考免疫学
女孩的妈妈不幸患上甲状腺眼

病，治疗了半年多，吃了药，也尝试

过激素冲击疗法，可病情并没有向
好的方向发展。

“目前甲状腺眼病的治疗主要
应用糖皮质激素，但近期研究显示，

无论口服还是静注皮质类固醇都会

因机体细胞电位差影响疗效，并产
生一定的副作用。”张馨宁说得头头

是道，俨然一位小医生，“也有一些
新药上市，但有的尚未在上海临床

应用，有的价格很昂贵……”
小姑娘觉得，在生活中有那么

一群人，他们正在遭受免疫系统疾病
的折磨，虽然病症没有癌症那么可

怕，却也实实在在影响着生活，并且
缺少社会关注。通过“直通赛”，张馨

宁来到现场。带着对妈妈的心疼，她
想找位免疫学家，问问有没有什么办

法，能让妈妈这样的患者增加生活舒
适度。在 10月 30日的科学第一课

上，当她见到 2019年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得主、南加

州大学剑桥学院院长雷蒙德·史蒂文
斯后，改了主意。“我想问问，有没有

可能让昂贵的新药变得能负担。”举
高了手，但并没有获得宝贵的提问机

会，“下课”时，小姑娘有点沮丧。
不过，这趟滴水湖畔的历程，她

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我记得史蒂文

斯说，许多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

究，人们也许一时间还看不到未来
的应用方向，但却随时可能导向重

要的突破。”女孩脸上的阴霾一扫而
光，又现出了同龄人该有的灿烂笑

容。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的舞台，她收获不少。张馨宁计划

着，将来能报考免疫学相关的专业，

多学点知识。

他见到了科学偶像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高三男生

邹一鸣曾是新民晚报的新闻主

角———他和他的“帕克实验室”成员
们，一群中学生化学爱好者，原创拍

摄化学反应视频，制成《化学视界》
纪录片，在 b站走红。因为酷爱化

学，他在一些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和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姜雪峰“神交”已久。这是

他连续第二年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科学偶

像———前天吃晚饭时，他瞅着姜雪
峰教授有空，赶紧前去自我介绍，

“我提到自己的课题名称，《一种以
亚甲基蓝进行可逆光致变色的涂料

制备探究》，和姜教授一下就对上号
了，他在大赛评审时看过我的论

文！”更令他兴奋的是，在 T大会 ·

科学第一课上，他得到了宝贵的提

问机会，赶紧抛出一个和朋友们探
讨很久而未解的难题，“在探究有机

反应等复杂未知的机理过程中，除
了同位素示踪法，我们还有什么可

以使用的理论方法与实验方法吗？”

场下，80后博导姜雪峰被一群
小“迷弟”团团围住，有男生鼓足勇

气提出，“姜教授，我过生日，你能帮
我写句祝福吗？”姜雪峰爽快答应，

“我写你衬衫吧！”男生转身，姜雪峰
大笔一挥，“Happy B-day，Chem-

Boy（生日快乐，化学男孩）！”
邹一鸣说，两届顶科论坛，他最

大收获是结交了一群热爱科学的朋
友，学到了更多科研知识，也对于学

科交叉、多学科融合有了新认识。

她最爱的是苔藓
一位高中女生的最爱，居然是

苔藓。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的薛裕辰今年读高二了，“苔藓多可
爱呀！它有很多用处，变化也很神

奇。”她兴奋地向记者比划着。上师
大二附中有着生态科技教育的特

色，这让薛裕辰如鱼得水。她接连完

成了两项和苔藓有关的课题。这次，
她凭借《香樟群落结构间距与冠幅

的相关性研究》，闯过“直通赛”，来
到了临港。在世界顶尖科学家 ·少年

英才交流对话会上，她牢牢记下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的话：“期望

你们有一天能成长为大科学家。我
国到 2050年要建成世界科技创新

强国，那时，你们比现在大了 30岁，
将见证科学强国的历程。”

本报记者 郜阳 首席记者 陆梓华

顶科日记

▲  会后，小科学家们围着现场的

专家提问

    在“开放科学”主旨会议上《面向全球化的

科学、技术与创新》主题演讲中，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万钢表示，中国科技界始终是全球开

放合作的倡导者、科技治理的参与者、创新发展
的贡献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促进科学思想和知识的交流，激发技术创新活

力，携手国际科技界共同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大挑战。万钢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
复，病毒频繁变异，国际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冲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兴未艾，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实
现碳中和正在成为全球共识。“应对事关全人类

命运的共同挑战，需要全球科技界加强高水平
开放合作，提供系统性、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有

效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关切。
万钢展望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从单项

技术向集成技术发展、从单体智能向群体智能

演进。“单项技术集成突破了复杂多变的应用环
境约束，催生了软硬一体的新产品，提升单体智

能产品的质量和水平。”

他说，“而通过网络跨域互联和大数据深度
学习，突破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利用，汇集和管理

大规模的智能装备单体，形成相互认知、自助协
调的高水平协同作业，数百个机器人组成了‘黑

灯车间’，数千架无人机演绎着‘梦幻夜景’。”要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不断进步，基础研

究要通过类脑科学和认知理论的结合，解决多

源异构数据结构化、跨领域知识图谱、因果推
理、自主学习等知识集成。

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重大挑战万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高校应改变教学评价体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1986年图灵奖得主

    今天上午，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幕。包括 68位诺
贝尔奖得主在内 131位世界顶尖科
学奖项获得者、 数十位中国两院院
士、132位各国顶尖青年科学家等
参会，大会规格及规模再创新高。

上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表
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海有信心
成为洋溢科学精神、澎湃创新梦想的
智慧之城、创造之城、理想之城，为世
界科技创新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
恩伯格再次来沪。 他表示，他现场
参加了每一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见证了“顶科”事业的发展，它
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目标高度一致，愿在
其中发挥作用。

开幕式还发布 《开放科学：构
建开放创新生态》倡议，并启动了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本报记者 郜阳 马丹 易蓉

基础研究成效长期方能显现迈克尔·莱维特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高校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必须改变，相对基

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国际排名，更应关注
教学质量来创造新的考核体系。这样才能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高质量人才培养水
平。”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开放科学”主旨会议上，1986年图灵奖得

主约翰 ·霍普克 ·罗夫特提到了科学人才培养的
现状。

霍普克 ·罗夫特教授拥有 50余年丰
富的教学经验，近十年参与中国高校的计

算机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他认为，中

国已有不少高校能够培养世界水平的本科人才，

但相对来说仍属于精英式教育，培养的少数高质
量人才远远不够。要提升面向所有学生的教学水

平，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
“老师的课件是否有最新内容、是否与学生

积极互动、教师是否对学科有全面掌握，如果这
些指标纳入校长或系主任的考核，将产生深远

影响”，霍普克 ·罗夫特教授说。创造讨论机制，

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一些中国高校
已有成功探索。中国致力于打造全球一流高校，

他相信中国高等院校将很快取得长足进步，“放

眼全球，世界各国都面临各自的教育问题。我们

也应该在全球层面进行沟通与合作，更好地培
养人才。”

此外，霍普克 ·罗夫特还提到了科学传播
的重要意义，“民众对科学的理解或不理解都

将深刻影响世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府，都
应该找到有效的方式进行科普传播。”当前无

论出版物数量还是会议数量都大大增加，传统

的教育方式已不再适用，对公众的科普传播，
或是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都需要新的方法

来促进沟通。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克尔 ·莱维特说，科学研
究和成果发现有点类似于“买彩票”，无法预

测也无法计划，只能靠不断地尝试和多年的
坚持。

2013年，莱维特以“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
了多尺度模型”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莱维特认为，重大基础性研究，需开放、长期的

基础科学，而他的研究成果正是多领域基础科
学突破的有力佐证。莱维特和团队一直在生物

物理与化学的跨界领域探索，也借助于计算机
算力增强，实现蛋白质折叠的首次计算机模拟。

这在早年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研
究。“当时计算机运算速度比现在慢，甚至现在

的智能手机都比当时的计算机算力强大。也正

因如此，整个研究过程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
间。”尽管如此，莱维特却觉得，问题的解决恰恰

需要大量时间，这样的“花时间”对科学研究的
创新突破非常重要，打破了计算机科学和生物

化学、物理等学科间的界限，也为现在的跨界研
究打下了基础。

在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的成果和运用往

往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得到验证，甚
至可能以人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他以当前

新冠疫情为例，“全球科学界都在携手共进抗击
疫情，而无论是疫情传播的模型，还是新冠抗体

都是基于四十多年前基础的科学研究，DNA序
列，或者是 PCR测试、蛋白质序列等‘热词’，其

实也都是四十多年前就发现的。”

与此同时，莱维特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一定
要全情投入，这里的投入不仅需要“研究经费”，

也需要“人才”。“人才培养，不能有明显的官僚

主义，不要有等级观念，要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
会。”莱维特以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突破举例说，

由于在蛋白质晶体学方面的开创性成就，英国
生物学家佩鲁茨获得 1962 年诺贝尔化学奖。

“是佩鲁茨首次使用 X射线衍射法进行结构生
物学研究，而他的博士学生克里克使用了这种

方法发现了 DNA，并因此获得 1962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佩鲁茨完全可以在克里克的
论文上署名，但佩鲁茨并没有抢年轻科学家的

功劳，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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