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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眺望未来，才能更好把握未来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望远镜这一奇妙的仪

器， 将我们的视线带到远远超出

先人所能想象的范围， 从而打开了一

条能更加深入、 更加完美地理解大自

然的道路。”

昨天， 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之莫比乌斯论坛上 ， 1988 年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胡贝尔在有

限的 3 分钟发言中， 诵读了法国科学

家、 哲学家笛卡尔的这句名言。 他随

后补充道， 而今， 人类已获得了更多

强大的科学工具和方法， 既可以仰望

天空， 也能够洞察生命。

如果把望远镜看作是人类科学成

就的一种象征， 那么， 科学不仅帮助

人类拓展了空间意义上的边界， 从而

获得了更大自由， 同时也将人类的感

知力和理解力投射到时间意义上的远

方———或者叫做未来。

探讨未来， 特别是用科学审视未

来 ， 这向来是最让人着迷的话题之

一。 尽管科学家普遍排斥被外界当成

“预言家” 或是 “占卜师”， 但在客观

上， 科学的确有助于人类眺望那个未

知的未来。

我们眺望未来， 是为了更好地认

知风险 。 世界上充满了各种不确定

性， 许多挑战关乎人类共同命运， 比

如重大健康威胁———1979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谢尔顿·李·格拉肖昨天

说， 仅仅 100 年前， 流感病毒曾造成

数亿人感染 ， 而这样的事情一定会

重演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面临着重

大自然灾害 、 环境污染等威胁 ， 但

最大的风险 ， 永远是那些无法认知

的风险。

让科学眺望未来， 才能让我们更

好地把握未来。 科学或许永远无法让

人类对于未来了如指掌， 但它可以让

人们尽可能地摆脱不确定性， 从而作

出最理性的选择。 从小处说， 超级计

算机和大气运动模型， 虽然无法告诉

你今年会否是一个暖冬， 但足以让一

周以内的天气预报变得非常可信， 从而

帮你安排好未来的工作生活。 从大的角

度看 ， 科学界非常确定 ， 如果不作改

变， 那么 100 年后地球上的气温一定会

上升到不可接受、 不可逆转的程度。 可

以说， 科学为人类争取到了把握自身命

运的机会窗口。

除了把握未来， 科学更大的价值在

于帮助人类创造未来 。 一切障碍和风

险， 最终要通过发展的手段来解决， 科

学一方面赋予人类创造未来的手段， 同

时也赋予了人类勇往直前的强大信念。

比如人工智能 （AI） ———虽然不少公众

担心它会带来失业等风险， 但 2010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

里德斯表示， 未来， 随着我们不断掌握

新知识， 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职业。 再比

如应对气候变化———当许多人艰难地在

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时 ，

2015 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杨培东正

在开发 “液体阳光” 技术， 或者说人造

光合作用技术， 这将可能让人类免费获

得无限规模的能源， 从而彻底解决全球

变暖的问题。

赋予人类认知未来、 把握未来、 创

造未来的能力———这是科学如此具有魅

力的原因。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的另

一面。 虽然科学能帮助人类应对不确定

性， 但科学本身也是充满意外的， 它不

是自动售货机———投了钱， 必定有所收

获 ； 要从科学中受益 ， 就必须坚持长

期投入 ， 容忍失败和挫折 。 诚如 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阿希姆·弗兰克

所言 ， 只要给有才华的科学家足够多

的支持和时间 ， 就一定能得到想要的

结果。

同时 ， 科学虽然能贡献强大的工

具， 但它本身的发育也有赖于良好的空

气和土壤 。 本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 众多科学大师反复强调， 必须以开

放的姿态促进

人才 、 创意 、 信息

的流动 ， 促进科技的全球

交流以及跨界合作， 关注青少年教育，

在全社会培育创新精神。

开放、 创新、 包容， 集聚最好的资

源， 耐心地给予持续的支持， 这不正是

上海目前全力打造的科学生态吗？ 这座

城市已经意识到， 它的未来与科技创新

紧密相连 ， 只有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

力 ， 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 、 科学新发

现、 技术新发明、 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

源地， 才能形成难以模仿、 长期可持续

的核心竞争力。

都说科学无国界 ， 当全球化让人

类结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 科学

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纽带。 “科技， 为

了人类共同命运”， 这是本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的主题 。 过去三天 ， 上海

滴水湖畔的所言所思所悟 ， 既是全球

“最聪明的人” 对上海未来的建言和期

许， 同时也是上海为世界呈送的贡献与

馈赠。

科研携手产业，共建全球顶尖科学家之都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基地在临港新片区揭牌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 为期三天

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落下帷

幕。 闭幕式上，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

实验室基地在临港新片区揭牌。 临港将吸

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在该基地设立研究实验

室 ， 开展前沿应用科技及创新成果研发 ，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上海实现产业转化。

科研与产业 “珠联璧合”， 将是实验室

基地的一大特点。 此前， 在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揭牌 “双满月” 之际， 促

进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和集聚发展集成电

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四

大重点产业的若干支持措施发布， 聚焦

“国内空白” 和 “卡脖子” 技术， 打造以

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世界级前沿产

业集群。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WLA） 通过

多年筹备与积淀， 联合了大批包含生物

医药、 人工智能、 新能源、 新材

料 、 量子科学等前沿科研领

域、 具有顶尖科技水平与成

果的顶尖科学家。

作 为 WLA 科 学 社 区

（一期 ） 的核心规划项目 ，

实验室基地将主要开展与全科学领域应用

密切相关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通过协会的

运作， 聚焦四大产业， 让更多世界顶尖科

学家参与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 助力科创

中心主体承载区建设。

据悉，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

室基地将作为临港新片区重点科研发展功

能模块 ， 立足 WLA 科学社区项目框架 ，

进一步为入驻科学家及实验室提供完备的

配套建设， 重点打造生活与工作、 实验室

与企业、 金融与转化、 院士技术产业园四

大板块。

同时 ， 基地将辅助 WLA 科学社区设

立技术银行， 并发起成立相关科学基金等，

形成汇聚科学院、 研究所、 企业实验室

互联、 互通、 聚合与协作的平台， 并

形成中国最快捷的技术转化中心 ，

推动 WLA 科学社区成为全球顶尖

科学家之都。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

主任陈杰表示， 希望利用世界

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

基地这一平台 ， 扶持全球科

学家的 “奇思妙想”， 支持基

础研究， 让大批顶尖科学家

与全球优秀青年科学家扎根

临港， 更好服务上海、 服务

长三角、 服务中国创新。

邀请全球“最强大脑”

相约2020年再聚上海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闭幕并发布《上海倡议》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 ） 为期三

天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闭

幕 ， 《科技 ， 为了人类共同命运———第

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上海倡议 》 在闭幕

式上对外发布。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 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发起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上海举行 。

三天的论坛精彩纷呈， 与会科学家通过

莫比乌斯论坛 、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 、

青年科学家论坛、 八大主题峰会 ， 交流

思想， 分享经验， 激荡智慧火花。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发表

论坛成果并致辞。 上海市委常委 、 副市

长吴清向各位嘉宾发出邀请， 相约 2020

年再聚上海， 再聚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上海倡议
■ 呼吁人类社会在科学原创性基础研究方面展开广

泛合作，并投入更多的资源
■ 开放、合作和科技共同体的观念，仍然是支撑科学

发展的决定性基础
■ 呼吁促进对全球青年科学家的支持，确保人类科学

事业永续发展
■ 建设一个健康的全球性科学生态体系，创造出更好

的科技治理模式

莫比乌斯

论坛现场， 科学家

们聚在一起共同展望未来。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与会科学家拍照记录、热烈讨论。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