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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吹響號角，鼓舞科研工作
者勇於挑戰重大原創科學問題、攀登人類科學
高峰，基礎研究正成為科技乃至全國輿論範圍
內的最熱關鍵詞，強化布局、深化改革、培育
人才等基礎研究重大系統性部署已全面展開。

強強聯手告別「單打獨鬥」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萬

勁波指出，回顧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發展歷程，
科技強國都是科學基礎雄厚的國家，不僅在重
要科技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而且在構建新的科
學理論體系、解決重大科學問題與挑戰、開闢
新領域新方向上作出原創性、引領性貢獻。

進入大科學時代，如何突破基礎研究關鍵
問題成為一大挑戰。 「大科學時代的顯著特徵
是 『大』 ，主要表現在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複

雜度高、研究活動規模大、跨越學科多、研究
設施特殊等多方面」 ，中國科學院院士呂建表
示，大科學時代是多學科交叉時代，不僅要在
部分學科上有扎實基礎和攻關能力，更要把各
相關學科組織起來，達到顛覆性、突破性效果，
利用制度優勢，力爭在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
研究等方面，體制機制能夠達到 「大」 境界。

搶制高點獲取原創成果
學界普遍認為， 「單打獨鬥」 已不再適應

大科學時代，要進行 「有組織科研」 ，布局建
設大平台。而在基礎性、前沿性科學研究中，
大科學裝置更發揮着策源地作用。近年來，中
國大科學裝置建設已進入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
期，目前已布局建設57個， 「十四五」 規劃擬
新建20個左右。大科學裝置對於中國開展前沿

性、基礎性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對於獲取原
創成果、搶佔科技競爭制高點至關重要。

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以及大科學裝置的建
設，更成為香港融入國家創新體系的機遇，助
力香港科學家對基礎研究的探索。位於東莞的
「國之重器」 中國散裂中子源，不斷助力多個
香港科研團隊取得重要科學成果。香港大學黃
明欣教授團隊利用散裂中子源的通用粉末衍射
儀揭示了強度高而且韌性好的 「超級鋼」 微觀
機制。不久前，香港大學的地質學專家團隊獲
得由嫦娥五號探測器採集的月球土壤樣本，有
望在月球地質和熱演化歷史研究方面獲得突
破。專家表示，隨着更多大科學裝置以及重大
科研工程的實施，相信更多的香港科學家有望
在國家的支持下實現科研夢想，並助力中國在
基礎研究方面獲得更多突破。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總機關。當前，中國進入高質量發
展階段，基礎研究正在從 「跟蹤學習」 向 「原創引領」 轉變，從 「量的積累」 邁向 「質的躍
升」 ，加強基礎研究是中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

內地學者指出，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加快提升原
始創新能力，以科技支撐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進入大科學時
代，多學科交叉組織突破，建大科學裝置開展前沿性、基礎性研究，勢在必行。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企業領軍 政商合作新趨勢 闖無人區 天馬行空互借鑒
8月底，

正值美國商
務部部長雷蒙多訪華之際，華
為新一代手機Mate 60系列突
然上架並迅速售罄。 「華為這
款手機的芯片令人懷疑美國為
阻止中國獲得先進芯片技術而
在全球實施的封鎖，是否真的
有效」 ，這是美國媒體在拆解
華為國產芯片後的評論。

華為等中企此次在國產芯
片上的突破，與其在科研方面
的極高投入密切相關。近十年
來，華為已累計投入研發費用
超9773億元。目前，華為在全
球擁有10萬多名研發人員，超
公司總人數一半，其中約

15000人從事基礎科學研究。
任正非曾說， 「如果公司沒有
對基礎科學和研究的重視，沒
有與世界前沿科學家的深入合
作，沒有對基礎研究人員的重
視，就不可能有今天這麼雄厚
的理論技術與工程積澱，那麼
面對美國的打壓和封鎖，存在
的難題可能就無法化解。」

推動企業成為基礎研究的
重要主體，成為各界共識。中
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
究員陳志認為，企業可將科學
發現的信號和市場信號疊加，
找到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前進
的方向，將科技資源和市場資
源結合，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力

度將科學發現轉化為生產力。
他建議探索 「政府+企業」 、
政府購買服務等模式，引導企
業進行前瞻性部署。

卷，是
內地科研人

員無法逃避的話題。過分追求
「KPI」 ，讓很多青年科研人
員不再 「甘於坐冷板櫈」 潛心

研究。對此，中國出台多項政
策為科研工作者減負，支持青
年科學家勇挑重擔，盡可能創
造更加寬鬆的科研環境，鼓勵
科學家勇闖 「無人區」 ，攀登
重大原始創新的科學高峰。

近年，香港科學家在內地
不斷獲得國家重大科技獎項，
當中不少都有着長達數十年的
持續研究背景，這種 「坐熱冷
板櫈」 的項目可持續帶動相關
學科不斷的進展。曾有獲獎的
香港科學家說，內地同行非常
羨慕我們，沒有那麼多任務、
指標，可根據自己感興趣方向
做研究。我們有時候也非常羨
慕內地同行，他們的研究成果

可以很快落地，盡快轉化為生
產力造福社會。

「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
索 『兩條腿走路』 」 ，是國家
對於基礎研究的組織方式。這
位香港獲獎科學家的話，何嘗
不是一種兩地在基礎研究領域
應互相學習借鑒的方向。在基
礎研究方面，內地可以學習香
港，為科學家創造更加寬鬆的
環境，營造可以 「天馬行空」
的科研氛圍。在應用研究成果
方面，香港科學家可通過加強
應用性基礎研究，及時將科研
成果轉化落地，盡快打通從實
驗室到大市場的 「任督二
脈」 。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

打造大科學裝置 提升原始創新力

跨界研發新技術
聯盟破解卡脖子

磨劍十年基礎研究需設機制
3月，《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明確，組建中央
科技委員會，重組科技部。目前，中央科技
委員會的組織架構雖未官宣，但官媒報道稱
其已召開第一次會議，意味着這一重要委員
會已成立並亮相。此次機構改革，被認為是
中國科技領域 「排兵布陣」 式的重大調整。

通過從頂層、基礎層和中觀層進行機構職
能改革，改進科技領域組織構效關

係，從而更加接近實現科技領域治理能力和治
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重組後的科技部，將更
加聚焦從基礎研究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制度
建設、體制改革、檢查監督等方面，支撐配合
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的科技治理架構升級。

穩定的資金支持，是基礎研究發展最關
鍵的因素。中國當前基礎研究以中央財政支
持為主，科研人員通過項目競爭的方式獲
取，而這些項目分布在不同科研管理機構

中，每類項目對應不同資助額度和周
期，競爭往往是全國範圍內的優中選優。對
需要 「十年磨一劍」 的基礎研究而言，若在
選題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內出成果，意味着
基礎研究有限的經費不一定流向真正重要的
原創性研究，經費投入產出效益高低成為重
要考慮。專家們相信，本輪機構改革後，新
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員會或是一個解決基礎研
究經費問題的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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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科技篇

各界共識 記者手記

架構升級

基礎研究 原創制勝
•芯片、發動機、材料、數控機床、工業軟件等領域存在短板，很多關
鍵零部件、裝備依賴國外。不從根子上來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僅在外
圍、產業下游努力，難以突破卡脖子局面。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成為重中之重。

雙鏈融合 迭代創新
•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鼓勵有形產品與服務融合，充分
應用我國具有海量優勢的終端用戶行為數據，進行高頻次迭代創新，釋
放用戶創新潛能。方法適用於高端製造領域，可以 「築長板」 。

打造聯盟 軟硬發力
•鼓勵軟硬件發展的融合，打造由設備製造商、龍頭生產企業、骨幹應
用企業、科研機構、等構成的關鍵產業聯盟，在產品創新、技術創新、
人才培養上實現相對閉環且具備一定兼容性的協同。這適合以集成電
路、基礎軟件、量子計算等為典型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需 「補短板」

和 「搶陣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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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發投入TOP5企業
2022年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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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2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

2012年
排名

26
297
2
43

59

公司

Alphabet（谷歌母公司）
Meta（臉書母公司）
微軟
華為

蘋果

數看中國基礎研究

研發經費
•全社會研發經費從2012年的1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2022年的
3.09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從1.91%
提升到2.55%。

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
提高到2022年約1951億元，佔全社
會研發經費比重由4.8%提升至
6.3%。

論文引用
•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熱點論
文佔全球總量的41.7%，高被引論文
佔27.3%。

研發人員
•研發人員總量從2012年的325萬人
年提高到2022年預計超過600萬人
年。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整理

▲中國科學院空間光學系統在軌
製造與集成重點實驗室的研究人
員在討論科研工作。 新華社

科技：國家有何所需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