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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顶科论坛不仅要成为链接世界顶尖科

学家的功能性枢纽，推动国际科学界高端对话的重要

渠道，还要在促进形成科技创新治理共识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本届顶科论坛，67位顶尖科学家围坐莫比

乌斯桌，聚焦“重塑科学教育”“科学如何引领未来变

革”等议题，进行激烈的思想碰撞，催生新共识。

科学无国界，创新无止境。科技创新引领全球

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是人类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性力量。顶科论坛展示了中国融入

国际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胸怀和姿

态。通过这一平台，世界各国科学家应携起手来，建

立最广泛的科技创新统一战线，不断形成创新共识，

采取一致行动，用科技创造增量市场，重塑世界经济

增长韧性，增进共同福祉，点亮人类美好未来。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
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凝聚创新共识 用科技重塑世界韧性

本报讯（记者储舒婷）昨天，十余位参加顶科论坛的
顶尖科学家走进刚刚落成的WLA（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人工智能（AI）实验室参观“打卡”，他们对这里的创

新设计和国际化氛围赞不绝口。据悉，实验室将于明年

初投入使用。

实验室位于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的核心，占地约1.6

万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整体采用芯片概念及像素

化设计。建筑外观仿佛一枚立体的芯片，象征着“社区的

大脑”；内部则分隔成一个个酷似方盒、颜色各异的“元

件”，作为自由交流的共享空间。

“办公桌不必很大，但必须有充足的互动空间。”科学家

期待的未来工作场景，在这里实现了：每层楼都设置了如

“牛顿角”“居里夫人角”等大大小小的共享中心；宽敞的建

筑中庭也是充足的社交空间；还有保持私密性的电话间。

走进一楼，一间高18米、占地900余平方米的超级实

验室，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原来，这里提前为巨型机械

设备或无人机飞行试验等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实验室建

设方、鹏瑞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光明博士介绍，为了满足

AI研究的实际需求，他们提前调研了谷歌大脑AI实验

室、盖茨 ·希尔曼中心、杭州阿里达摩院等多个国内外顶

尖实验室。未来，实验室一楼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们

可以通过透明玻璃幕墙看到这间超级实验室的内部景

象。这里将成为科普教育的又一绝佳场所。

整幢建筑屋顶还有一片“沙漠绿洲”，利用太阳能种

植仙人掌、芦荟、金琥、百岁兰等沙漠植物，打造专属的绿

色休闲区。实验室三楼则设有户外广场和禅意花园。未

来，入驻的科学团队可在户外广场为实验室里的发明或

庆祝或路演；而禅意花园里，曲径通幽的布局可以让科研

人员“放空”大脑、放松心灵。

 WLA人工智能实验室。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顶尖科学家“社区大脑”明年初投用

“不限时间，没有命题，只想见面聊聊天。”在这几天

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圆桌会议”上，2002年菲

尔兹奖得主、华为技术公司（法国）研究员洛朗 ·拉福格讲

述起“一杯咖啡的奇遇记”。

“我研究的是很抽象的数学理论，从没想过有一天会

离开学术界，进入一家企业工作。”拉福格说，作为一名研

究基础数学的学者，自己长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促

成他“华丽转身”的是一封来自华为的邀请函：请他到公司

作一场前沿讲座。令拉福格意外的是，讲座不是命题作

文，也不涉及任何具体问题的解决，在场的工程师却都听

得津津有味，“现场的咖啡很好喝”。

此后，这样的“纯聊天”越来越多，而且越聊越投机，

入职华为变得水到渠成。“这就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拉

福格感叹，“牛顿发明微积分，不是为了物理研究。历史

上有很多数学理论一开始是无用的知识，后来成为有价

值技术的基础。”

拉福格的经历印证了基础研究的“无用之大用”，同

时也说明“不抱目的”聊天对于激发创新灵感有多重要。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能够预言未来趋势，那是Chat 

GPT而非科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

学冠名经济与商业教授托马斯 ·萨金特说，AI会给出线

性答案，但发明总是“意外”。因此，即便是今天看似无用

的研究，说不定也会在将来某一天变成“显学”。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细胞

生物学冠名教授詹姆斯 ·罗斯曼举例说，谷歌现在有很多

项目都是非盈利的，但他们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些项

目。他表示，政府更应支持以好奇心为导向的研究，将以

产品为导向的研究更多交给企业。

“如果要出一个创业点子，你会怎么做？”圆桌会议主

持人、顶科论坛企业家咨询与协作委员会主席宁高宁给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现场出了一道

题。莱维特想了一秒钟回答说：“我会把数学家和化学家

放在一起。”他坦言，多元化是他做事的秘诀，这一信念来

自他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时加盟过的一家蛋白质设计企

业。在这家公司的员工有不同专业背景，来自不同领域，

时常会碰撞出很有意思的观念。

“交流”是莱维特的发言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他曾提

出要在上海建一个虚拟全球实验室，通过全息投影、虚拟

现实等技术，让身处不同时区、不同位置、隶属不同研究机

构的人一起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全球多样性优势。在他

看来，任何研究都是有用的，有些只是暂时没有找到用武

之地，“在创新这件事上，我们要取得长短期的平衡”。

罗斯曼观察到一个有趣的变化：相比之前把成果卖

给大公司，越来越多科学家更倾向于自己创业，因为天

使投资人变多了。巴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楼剑

锋也说，科学家变得“抢手”了。“我们与全球200多家高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教授们一起成立咨询委员会，一

旦有好的想法就会果断投资，教授们无需离开自己的

工作岗位。”

企业家圆桌会议热议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

菲尔兹奖得主讲述“一杯咖啡的奇遇记”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气候变化的证据就在眼前，为何总有人视而

不见？明明可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为何有人不

愿戴上口罩？在诸多影响人类未来命运的危机面

前，为何总有人对来自科学界的警告置若罔闻？

相隔三年，重聚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莫

比乌斯圆桌边，60余位拥有“最强大脑”的智者们

严肃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当公众认知与科学认

知日渐偏离，科学家需要做什么？

“变革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实现变革需要

创造力、理性、开放性、包容性，而这些都是科学的

重要属性。”本届莫比乌斯论坛联合主席、2016年

拉斯克奖医学特别成就奖得主布鲁斯 ·阿尔伯茨

开宗明义：必须重塑公众对科学的信任，让科学思

维与科学精神为更多人接受，唯此才能帮助人类

更好地应对危机。而现在迫切需要重塑的对象，

也包括科学教育本身。

“破茧”社交媒体，让科学触达更多人

“我们在座的有UP主吗？”阿尔伯茨抛出一个

问题，挑动了“顶级大脑”们的神经。

提到社交媒体，在场的科学家们有些五味杂

陈：高科技创造了这一高效便捷的信息传播工具，

未经甄别和严谨求证的虚假信息披着科学的外衣

充斥其中，使人们逐渐丧失了理性的辨别能力，从

而与科学渐行渐远。

如何不被信息“茧房”困住？这群擅长理性思

维的科学大咖各有心得。2013年埃尼新前沿能源

奖得主菲力普 ·G·杰索普认为，社交媒体的“茧房”

并非不可打破。他的团队就曾在TikTok上上传

过一个科普视频，在3分钟内向人们展示新能源车

与传统能源车哪种更环保，收获了相当不错的点

击量。“我们一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让最新技术

和科学思维触达更多原本对此并不关心的人。”

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

医学奖”得主卡洛琳 ·卢格甚至认为，教授应该鼓

励学生写代码，把科学编成游戏，以此为工具，用

孩子喜爱的方式，让他们接纳科学。

敞开实验室，培养更多优秀科学教师

相对于社交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圆桌边的

科学大咖更倾向于通过言传身教。阿尔伯茨就曾

参与过一个科学教育研究项目：在美国旧金山的

一所幼儿园，让一群5岁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寻找种

子，再将种子带回实验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辨别

哪些是真种子，哪些只是像种子的灰尘、砂土。

“如果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的12年间就面

对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未来他们进入社会将大

有可为。”阿尔伯茨的观点得到不少在座科学家的

认同。将科学教育的年龄提前，对于培养具备科

学思维的未来公民至关重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

另一个关键，在于科学教师的培养。

“如果乳腺癌筛查显示阳性，有多少概率真的患

癌？其实是1/10。”通过这个小问题，2006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乔治 ·斯穆特想说明，科学素养的培养

必须有具体的做法。“靠我去给高中生上课，效率不

高，效果也未必好。”他呼吁教授们敞开实验室，为

更多高中老师提供培训机会，通过他们将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带给数以百万计的学生。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优秀硕士生、博士生成为

科学教师。”卢格指出，应消除一种偏见，“并不是学

业差的学生才去当科学教师，优秀的留下做科研”。

打破学科界限，学会提问远比答
案更重要

“分科教育已经持续了300年，是时候终结学

科了。”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

语出惊人。他举例说，计算生物学原本是现代生

命科学中的一个边缘学科，现在一跃成为优势学

科，是否应该给它单独开一个学科类别？

莱维特认为，越分越细的学科只会让学生在

选择时踌躇不定，并有可能选择了他们并不感兴

趣的领域。“在科学教育上，不应该让学生在选择

上左右为难，甚至师生应该互换角色，相互学习。”

2001年和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斯

克利普斯研究所化学冠名教授卡尔 ·巴里 ·夏普利

斯赞成莱维特的观点。他认为，教育的关键词不是

选择专业，而是听从兴趣。小时候，他从未想过成

为科学家，而是爱和叔叔一起出海捕鱼，“没有什么

比从水里捞上来一条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更令我

兴奋的了”。他在大学期间才发现了人生中第二个

挚爱——化学。“当你喜欢一件事时，你就再也放不

下它了，就算在浴缸里泡澡也会把灵感记下来。”他

说，“科学家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他的课题。”如

今，82岁的他似乎又对电力学产生了兴趣。

2005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自

然科学冠名教授理查德 ·扎尔在给本科生讲课时发

现，有些学生总喜欢直接向他要题目答案。而他每

次都会询问学生的解题思路。“答案其实毫无意义，

只要我改变问题中的一个变量，答案就会不同。”扎

尔认为，学会提问远比得到一个答案重要，“要问为

什么，还有要思考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下科学教育越来越要把一切关联起来。

2019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

学教授斯蒂芬 ·布赫瓦尔德说，他总是建议学生去

学英语、历史和经济学，“除了科学之外，也要弄懂

这个世界的另一套法则”。

来自莫比乌斯论坛的呼吁：当公众认知与科学认知日渐偏离，科学家要挺身而出

重塑科学教育，需要改变什么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沈湫莎
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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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的莫比乌斯

论坛上，科学家们积极发言。

本报记者 邢千里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