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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

部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

键变量。只有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才能不

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发展新

优势，实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科技自立自强依靠

科研原创能力的持续提升。高校

作为学科和人才聚集地、育人高

地、创新策源地，必须主动承担历

史责任，担当攻关重任，建设新型

研究型大学，全面提升科研原创

能力，服务国家发展重大需求。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提升

科研原创能力，要聚焦于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切实解决国家发

展和人类进步中的实际问题。实

现“从0到1”的突破并非易事，必

须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献身科

学的精神，而高校则要营造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提升科

研原创能力，还要下大力气做好

基础研究。一方面，重视基础研

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根本性作

用，全面提高把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

方面，要看到应用和技术领域也

有大量基础研究问题，不去解决

就无法从根本上掌握共性关键技

术。此外，提升科研原创能力还

要同育人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实

现科教融合，这是高校的重要任

务。要为青年教师和包括本科

生、研究生在内的创新生力军营

造创新氛围，鼓励支持他们勇攀

科学高峰。从实际情况看，建设新

型研究型大学，提升科研原创能

力，是一项包括观念更新、战略设

计、制度支撑等在内的系统工程，

当前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着力构筑“高精尖缺”人才供

给高地。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发挥

人才荟萃、学科齐全、思想活跃、

基础雄厚的优势，成为培育顶尖

科技人才的沃土。要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

进、用好人才，特别是要通过完善

人才培养使用评价体制机制，为

从事原创研究的科研主体提供支

持和保障，使其能够在宽松的环

境中潜心解决“从 0 到 1”的问

题。全面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

设，为学生学习成长营造良好氛

围，为师生进行原始创新创造良

好生态。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

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引导科研人员把握正确研究方

向，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有利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科研，以解决重大

问题、促进成果应用为导向，推动

基础研究成果落地转化。鼓励科

研人员追求源头原始创新，确立

符合自身实际的学术研究方向，

不盲目跟随学术热点，在学科前

沿开拓进取。突出学术贡献、社

会贡献以及人才培养贡献，引导

科研人员回归科研初心，潜心从

事学术研究。

推进科研管理“放管服”改

革。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对从事原创研究的

科研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帮助他

们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

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坚持

问题导向，遵循科研规律完善科

研管理制度，通过流程再造提高

科研管理服务效率，充分调动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释放科研

人员的创新活力，大力提升科研

人员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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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与中
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对外话语体
系建设、学术成果外译出版、国际
传播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交流等
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副校长
陈志敏表示，通过双方合作，复旦
大学将进一步依托学校一流的科
研队伍和优质的学生资源，构建
优势互补、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的
长效机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为
国际传播事业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
合型后备人才。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复旦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
事业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接第1版）他指出，人类发展历

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

科技创新，在多元化发展成为必然

趋势的今天，全球科技合作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为

解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汇聚全

球智慧，是复旦大学设立“复旦—

中植科学奖”的初衷之一。

许宁生强调，高校是学科和

人才聚集地、育人高地，同时也是

孕育科学创新最重要的策源地，

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文明

的进步。复旦大学始终将科技创

新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使命之

一，致力于通过国际协作，积极推

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复

旦大学通过培养和提升科研原创

能力，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与微纳

电子、脑科学与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基础科技领域，以解决国家

发展和人类进步实际问题为导

向，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断突破。

复旦大学强调师生对科学的好奇

心和学术自立、自信、自律。他表

示，希望复旦科技创新论坛和“复

旦-中植科学奖”进一步促进全球

科技创新最新成果交流，助力国

家战略发展和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同时对带动全球科学技术研

究作出积极贡献。

刘辅华代表中植企业集团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解直锟先生、

代表中植企业集团，对本次论坛

的召开、特别是对本届“复旦—中

植科学奖”的获奖科学家表示衷

心祝贺。他介绍，2015年4月，中

植集团与复旦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襄助复旦大学探索创新型

教育方式方法，服务国家科技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共同

设立了“复旦-中植科学奖”。在

过去的五年中，这些基础性、原创

性的获奖成果，在全世界范围内

激发出更多的相关研究活动，展

现出了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巨大价值。他表示，没有今日的

基础科学突破，就没有明天的科

技创新，举办复旦科技创新论坛、

颁发“复旦-中植科学奖”，正是鼓

励基础研究、支持科技创新的重

要表现。

复旦-中植科学奖”评审委员

会主席、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丁肇中，通过视频远

程宣读第五届“复旦-中植科学

奖”获奖名单并致颁奖辞。

迈克尔·贝里、查尔斯·凯恩

分别在线上出席颁奖典礼并发表

获奖感言。薛其坤出席颁奖典礼

并作《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

及体会》专题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铁路工程

技术和管理专家卢春房，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所长蔡荣根，受邀在论坛

上分别作《高速铁路技术发展方

向研究》和《广义相对论，黑洞和

引力波》专题报告。

“复旦科技创新论坛”由复旦

大学主办，复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

院承办，中植企业集团赞助。本届

论坛除主论坛之外，另设立物理科

学、数学科学、人类表型组、数据科

学与人工智能四个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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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科研原创能力，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
《人民日报》刊登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署名文章

本报讯 12 月 15 日，由复

旦大学、德宏州委州政府主

办，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南

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

承办的“不能遗忘的卫国者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历

史图片实物展”在光华楼开展。

副校长陈志敏，德宏州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冬梅，德

宏州委州政府、瑞丽市委有关

部门负责人，南洋华侨机工纪

念馆负责人以及复旦赴德宏

州挂职干部和师生代表参加

开展仪式并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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