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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 ，我们这一生

中，有一半可能会患上癌症与阿

尔兹海默症， 六分之一的人在 80 岁

以后都会受到这些疾病的困扰。 ”在昨天

下午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科学前

沿与颠覆性技术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副

校长查斯·邦德拉“语出惊人”，之所以援引

这组数据， 是希望给更多的科学家 “压担

子”， 如他所言，“我们迫切需要更加新颖、

有效、实惠的药物”，创新始终在路上！

都说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场寂寞长跑，

但“运动员”却总是乐在其中。 尤其对科学

家来说， 创新的热情似乎天生融入他们的

骨血之中。 在这场海内外科学家和高科技

企业风险投资人共同参与、 切磋思想的论

坛上，谈到“创新”，会场始终热气腾腾。

基础研究永远是保
持创新最好抓手

疾病会大幅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且

大众应清醒认识到，并非有药物，就能轻松

击溃病魔。

当临床医药研究者与病毒不断赛跑

时，人工智能科学家?在 AI 深度学习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我们的研究要不断做出新

的尝试，因为 AI ?在不断进步，近年来进

步尤其快。 ”2016 年京都先进技术奖获得

者金出武雄， 在昨天的论坛上展示了新近

正在研究的人工智能超级视觉系统。 他直

言，所有 AI 技术进步的本质，其实是包括

算法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进步。“技术从

0 到 1 的突破， 本质是基础研究从 0 到 1

的突破。”因此，若想不断保持创新的能力，

基础研究永远是最好的抓手。

邦德拉?认为， 在既有这么多出色的

技术和研究人员的情况下，要破解研发新药的困难，还需要增加

对疾病相关的基础研究的创新和突破。

优秀科学家企业家都对原创有“绝对追求”

“科学家和企业家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创新是他

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并且真正热爱的人会沉迷其中， 而不觉其

苦。”高科技企业投资人沈南鹏昨天?参加了论坛。在他眼中，优

秀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样，对原创精神有着绝对的追求。

挪威科学家爱德华·莫索尔和梅·布莱特·莫索尔是这次顶

科论坛的一对特殊嘉宾———他们同获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是第五对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夫妇。他们和所有的科学

家一样沉迷于自己的兴趣，特别的是，这对夫妇还约定，每次参

加会议都只去一个人，这样另一个人就能留在实验室继续工作。

不过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他们似乎显示出了特别的厚

爱———接连两届，夫妇俩都携手出席。 对于今年的“云端”相会，

原本有些遗憾的爱德华说：“幸好， 我们可以借由先进的技术继

续参与这一盛会。 ”

或许这?从另一个维度帮我们理解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

创新，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合力破难题，让科技创新更好造福人类
樊丽萍

战“疫”之?，人类从未如此寄希望于科学。

金秋时节， 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于“科学天团”闪烁的熠熠星光之间，人

们看到的是象征人类智慧巅峰的“最强大脑”团

结合作、齐心为抗疫建言、为推动科学发展出谋

划策的群像。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本次论坛作视频致

辞中所言，在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开展新冠肺炎

药物、疫苗、检测领域的研究合作，聚焦气候变化、

人类健康等共性问题，让科技创新更好造福人类。

他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中国将实施更加开放

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回顾往昔，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进步，从

经济社会的变革到民生福祉的改善， 无不伴随

着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以人类与未知

疾病的斗争为例，从天花、黑死病到鼠疫等，一

系列曾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疾病最终被征服，

从根本上说， 都归因于在医学尤其是药物或疫

苗研发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从而扭转人

类命运的走向。

连续举办三届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朋友

圈”持续扩容，磁力越来越强，此次“云”集包括 61

位诺奖得主在内的 137位科学大咖。 细细观察，其

中的不少大师、大家，比如今?首次参加论坛、因

发现丙肝病毒肝炎而摘获 2020 ?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的病毒学家哈维·阿尔特等，都是行

走在科学最前沿，帮助人类战胜疾病，助力人类疏

解在能源、环境等方面遭遇的困境，以实实在在的

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并获得诺奖垂青。

放眼当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未有之大

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尤其让人

动容的是，在此次论坛开幕后，多位与会的顶尖

科学家在论及科技创新时发出了共同的心声：

亟需开展更广泛、更密切的国际科技合作。

谈及疫情防控，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2006 ?诺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说，“全世界从

未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 也从未历经过如

此大范围的国际合作”；此次在论坛上最新揭牌

成立的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 也将

促进科技交流、 促进科学家跨代际跨国界交流

与合作列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不仅病毒没有国界， 人类还面临着诸多未

知风险。 此次疫情已经充分表明，人类社会已经

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抵

御未知风险，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全世界的科

学家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集结更多智慧、打造

科技利器。 可以说，疫情之下，以线上线下结合

形式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就是

一次海内外科学家齐心合力、 为共同推动科学

事业进步而积极贡献的有力尝试。

“惟进取也，故日新”。 对中国来说，与全球

顶尖科学家、国际科技组织一道，加强重大科学

问题研究，加大共性科学技术破解，加深重点战

略科学项目协作，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

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也有助于推进国家科技

发展、人才培养，有助于创造更好的推动基础研

究的科研生态， 有利于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同时为当前全人类所面对的共同挑战提供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揭牌
致力科学交流、青?发展、科研转化、科学教育等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在第三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 上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

杰·科恩伯格， 共同为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

发展基金会揭牌。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是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 为实现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这一重大平台功能， 为中

国承接世界科学中心的向东迁移、 从科
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 为上海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作出独特贡献 ， 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

全资子公

司上海诺隈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成立上海世

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

基金会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智库

智慧， 聚焦最热门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和成果

转化， 支持和培养全球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科

学家及青年科学家团队， 助推青少年科学素

养教育， 全面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

育生态建设， 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目前基金会设立项目聚焦以下

四个方向 ：

一是科学交流类项目。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 包括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的主旨会议、 聚

焦世界未来的基础科学峰会、 关注科学未来的

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内容。

二是青年发展类项目。 设立 “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青年科学家” 大奖及青年科学家支持

计划 ， 项目旨在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

域， 发挥世界顶尖科学家们在学术、 科研等方

面的资源优势， 吸引和培养一批全球高层次青

年科学家人才 ， 促进科学家跨代

际跨国界交流与合作， 助力全球科技创新人才

成长。

三是科研转化类项目。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建设，充分实践“以人为本”的中国智慧，以顶

尖科学家为核心，打造集科学家生活区、

顶尖高校资源、 创新孵化中心等

一体的未来科学社区新

形态。

四是科学教育类项目。 引入牛津大学等全球最

顶尖的教育资源与发展理念， 加强国际科学

教育交流合作 ， 举办青少年科学论坛 、

赛事， 全面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素

养教育 ， 增强全社会的科学与

研究氛围 ， 进一步完善多

层次科学人才培养与

发展。

汇聚世界最强大脑的“未来之城”

以“领先未来20?的科技战略力量，储备未来50?的科学资源”为战略使命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经过三年筹备， 在昨天举行的第三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 世界

顶尖科学家社区云启幕。 社区位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内，

是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功能的重要组成

部分。社区规划东至南港大道，西至海港

大道，南至海基一路、北至环湖南三路，

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里， 衔接临港科技

城及总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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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极具特色的新时代重大前

沿科学策源地”为定位，世界顶尖科学家

社区将打造国际领先的科技策源地、联

通世界的科学创新港、 聚智全球的科学

组织总部基地、机制灵活的离岸创新区。

将“最先一公里”优势
转化为“最后一公里”动能

2018 年 ，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方

案在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宣布启

动 ； 2019 年第二届顶科论坛上 ， 社区

方案全球首次公开展示； 今年 8 月， 世

界顶尖科学家社区拍出了首幅地块， 将

建设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说：

“随着论坛的成功举办， 在上海临港地

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 全球经济与创

新中心正在东移， 并将随着世界顶尖科

学家社区的建立而进一步东移， 我相信

社区将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中心之一，

并通过科学转化造福人类。”

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社区应该具备哪

些条件 ？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得主梅·布莱特·莫索尔认为， 一是对

优秀科学的尊重， 二是对高质量科学的

支持， 在这两点上，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都做到了。

未来，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将与新

片区战略同频共振 ， 充分依托上海优

势 ， 面向 “国际协同创新区 ” 重大期

待， 集聚全球顶尖国际组织总部， 形成

具有强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特殊经济

功能区核心区。

同时， 它将面向国家重特大需求，

聚焦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

新能源 、 新材料 、 量子科学等世界科

技前沿领域， 将 “最先一公里” 优势转

化为 “最后一公里” 的发展动能， 将顶

尖科学资源与医院 、 学校等配套建设

融合起来 ， 打造最符合创新规律的空

间载体。

把青年科学家培养成
未来科学的领导者

对于这样一座地处东海之滨的

“未来之城”， “最强大脑” 们怎么看？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

迪·谢克曼表示， 尽管通常情况下， 学

术研究是由个人兴趣驱动的 ， 但当人

类面临重大问题时 ， 个人研究的效率

是不够的 。 如果能把不同学科的研究

者聚集在一起 ， 应对诸如新冠疫情这

样的挑战 ， 对世界顶尖科学家而言是

绝好的机会。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的发展

愿景 ， “最强大脑 ” 们不约而同表达

了对青年科学家的关切 。 牛津大学糖

生物学研究所主任雷蒙德·德威克建

议 ，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的首要任务

就是对年轻学者和学生进行培训 ， 为

他们成长提供指导 ， 把他们培养成未

来科学的领导者。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2009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文卡特拉曼·拉马

克里希南表示， 科学的发展需要人的流

动， 流动使人们快速交流思想和专业知

识， 这就是新思想浮出水面和旧观念被

摒弃的过程。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威廉·莫

纳则对新社区充满期待， 他认为这将提

升全球青年科学家的创造力， 为人类的

进步带来新知识。

据透露 ，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将

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平台 ， 固化

科学家及相关资源 ， 以创新的制度设

计 ， 推动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

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时隔15年，“全球125个科学问题”再征集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在昨天

开幕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 ，

美国科学促进会、 上海交通大学和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 （WLA）， 共同举行全

球 125 个科学问题发布倒计时仪式。

2021 年是上海交大建校 125 周年 ，

以此为契机， 上海交大将在与美国科学

促进会建立的战略合作框架下 ， 携手

《科学》 杂志于明年 4 月共同出版 125 个

科学问题纪念专刊。 WLA 作为上海交通

大学的战略合作伙伴,?将邀请世界顶尖

科学家们共同参与科学问题的征集。

美国科学促进会项目总监、高级编辑

肖恩·桑德斯博士在视频致辞中表示，《科

学》 杂志曾于 2005 年———创刊 125 周年

之际，发布过 125 个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

科学难题，对其后十几年的科学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这 15 年间， 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科学突破层出不穷，现在正是重新回

顾过去 15 年科学积累和探讨科学新问题

的绝佳时机。“只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才能

更好地认清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挑战。 ”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执行理事长兼

秘书长王侯表示，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将发挥资源优势， 邀请世界 “最强大脑”

共同参与， 共同讨论人类当前与未来面

临的科学问题。 此次全球 “科学大讨论”

必将对启发全球智慧， 指引未来科学研

究方向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倒计时仪式之前， 上海交通大学与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举行了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

■本报记者
姜澎 ?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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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效果图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