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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到访的两天前，6月 24日，华大
基因“医生日”主题研讨会刚刚在深圳落幕，
来自香港 30 多位医学专家，和华大基因专家
热议基因组技术医学应用前景；6月 22日，世
界著名胚胎学家、克隆羊“多莉”之父、美国科
学院院士 Ian Wilmut教授一行来访交流；6
月 18 日，华大基因和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对外
宣布，将联合开展 1000 种罕见疾病基因组
学研究⋯⋯高频度的国际学术交流，成为华
大基因的一种常态。

“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协同创新是我们
最大的长处！”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直言，

“我们大约一半收入，来自与国外学术机构的
合作。”

2007 年至今，华大基因与遍布 50 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两千多家海外单位开展国际科
研合作，合作集中在三个领域：人类健康方
向、农业育种方向、环境与生态方向，已启动
了千种动植物基因组计划、千人基因组计划、
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与此同时，华大基
因迈出了一连串“走出去”的步伐：

——2009 年，华大基因在香港成立了华
大基因香港研发中心，香港一跃成为全球最
大基因测序中心之一。

——2010 年４月，美洲华大宣告成立，
并与Ｍｅｒｃｋ、礼来等大型药厂、一些著名
大学、研究院所开启深入合作。

——2010 年５月，欧洲华大宣告成立，
开始为整个欧洲地区提供科研合作及高质量
的新一代测序服务。与此同时，日本华大以
及亚太华大等海外分支机构相继成立。

一连串国际“大动作”背后，体现的是华
大基因整合国内“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强
劲“内功”，国家基因库则是其中标志性项目。

2011年 1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同意依托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组建深圳国家
基因库，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基因
库已完成保存 40 万份可溯源生物实验样本，
实现数据总量达 12.6PB 的访问支持，规模居
全国第一位，全球前三位。

基因库之外，华大基因还承担了一大批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截至 2011 年底，华大基
因已结题各级科研项目共计 56 项，其中国
家、部委项目 40 项；在研项目 55 项，其中国
家、部委项目 20项。

谈到协同创新，华大基因的专家们感触还
有很多：“关键的一点，是组织研究院内部不同
部门、院内外不同机构专家、不同学科领域研
究人员协同攻关。”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科
技体系负责人李英睿说，“目前生物学正由实
验生物学向理论生物学迈进的阶段，需要我们
以工程化的方式，组织计算机、生物学、物理学
等多方面的研究人员协同攻关。华大基因独
到优势之一，就是组织起包括基因组学农业部
重点实验室在内的18个各级重点实验室、上千
名生物信息分析员协同攻关。这在许多国家、
许多机构，是不可想象的！”

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

增长、改善民生，迎接新科技革命，都对科技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科技体制又一次到

了需要大幅度改革的时候。科技体制改革的

难点在科研院所，重点也在科研院所，突破口

也在科研院所。

一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向 是“ 分 类 改 革 ”。

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

改革的决定》就确定了院所分类改革的基本

方向。27 年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取得了重

大进展。实践证明，只要奖励、评价的导向对

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缺

少高水平论文，因此政策强调论文影响因子，

现在论文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90年代我

国大力实施专利战略，现在专利授权量已经世

界第三位了。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要在继续

分类改革基础上，完善政策鼓励科研院所成为

知识创新的主体，加强原始创新；推动企业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注重新产品开发。

二、改革的热点是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

主体。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

加快推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依靠科技

创新把经济搞上去。支持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

主要途径：一是应用型研究院所进入企业，或转

化为企业；二是政府支持企业建立技术工程中

心、产学研联盟、博士后流动站等科研基地，引

导优秀人才进入企业；三是政府应用性研究计

划的课题应由企业出题，并由企业牵头实施；四

是企业科技人员退休待遇要与大学、科研院所

同等人员相当，解决企业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五是让对企业发展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入先富

起来的行列，吸引全社会科技人员为企业服务。

三、改革的难点是解决“四大闲”的问

题。当前研究院所体制改革的难点：一是如何

终止一些重复性的“闲项目”；二是如何分流从

事重复研究的“闲人”；三是如何实现“闲仪器”

的共享共用；四是如何杜绝重复建设的“闲设

施”。因此，解决“四大闲”问题已经成为深化改

革、提高效率的关键，有效措施是给院所长充分

的自主权，让他们有权确定研究方向、有权聘用

人才、有权调配仪器设备。

四、基础研究类院所要以国际一流为发展

目标。基础研究只承认世界第一。基础研究

的选人标准应该像体育界选运动员一样，选世

界一流的、或者有望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失去

竞争能力时，立即更换岗位。改革措施有：实

行全员聘用制，可有效解决低水平研究人员流

不出的问题；长期稳定支持、按实验室拨付经

费，可有效避免多头申请经费、多头检查验收，

浪费时间的问题；考评不与奖金、福利挂钩，可

有效减少攀比、浮躁现象的产生。

五、技术开发类院所要坚持为发展经济服

务的根本方向。这类研究院所的使命就是解决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防急需的技术问

题，要以解决重大技术难题为最终目标。要赋

予院所长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取消以论文、奖励

为主要指标来考核、评价应用研究机构和人员

的做法，以发明专利数量、开发新产品数量，以

及产品销售额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要让对经济

发展有实质贡献的专家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

六、公益类研究院所要坚持为改善民生

服务的基本方向。从事农业、资源等公益性

研究的机构与人员要把为民生改善服务作

为根本任务，研究成果要能够真正解决实际

问题。政府“养机构、不养人”，“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全面实行合同制，引入淘汰

机制，切实解决好“四大难”问题。政府在建

好一批公益类研究机构的同时，通过政府采

购、后补助等多种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公益性研究与创新活动，开拓公益性科技工

作的新局面。

在华大基因，李英睿是标杆式青年科学家
之一。大二暑假进入华大基因做研究，一年后
成为学科带头人，两年内成为国内鲜见的、以
第一作者在 《自然》 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之
一，并带领团队成功实现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
大项目攻坚。

如今，26 岁的北京大学学士李英睿，作
为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科学体系负责人，
带领团队在复杂疾病、癌症、分子育种、进化
等多领域开展基于基因组学技术的前沿研究。

“忙”是李英睿工作生活的最重标记。
记忆中，从 2006 年进入华大基因以来，

几乎没有任何休假。前年正月在成都举行婚
礼，头天晚上还一直工作到凌晨 3 点，当天上
午 11 点，他才带着疲惫，一身运动装，匆匆
参加婚礼。

2007 年 8 月 5 日，华大基因“炎黄一号”
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研究的关键时刻，实验结果
却突然偏离预测，这让所有科研人员捏了一把
汗。他给重压之下的大家放了一天假，自己没
有回家，当晚一直工作至凌晨 6 点，在办公桌
上趴了一下，又开始了第二天的进度汇报。最
终，李英睿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试剂污染引起
的。问题解决了，李英睿也不小心创造了华大

“48小时连续工作”的一项纪录。
对生物的兴趣，可追溯到童年。据父亲回

忆，李英睿从小就非常专注，趴在地上看蚂蚁
搬家可以看半个小时。外出看桃花，他会将桃
花花瓣、花蕊的数量清点一遍。高二寒假，老
师要求做一个果蝇实验，为了给装果蝇的玻璃
瓶保温，并防止睡觉时把瓶子压坏，当天晚
上，李英睿裹一床被子，将果蝇瓶子抱在怀
里，在卧室椅子上坐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父
亲打开房门，大为惊讶。

“之所以从事生物学研究，其实是随机事
件。”李英睿回忆，真正对生物学的痴迷是从
成都七中高中时期开始的。

“那时候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我就报了
名。老师鼓励我们快速学完课本知识，然后跳
出课堂，阅读大量的课外书籍。”李英睿记
得，“植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形态解
剖学”⋯⋯他自学完大学生物学系各种课程教
材，“摞起来，有我个头一般高。我做的读书
笔记有十几厘米厚。”

2003 年，李英睿获得全国中学生生物学
联赛一等奖。

2004 年，18 岁的李英睿被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院特招录取。

大二时期，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博士到北
大为研究生讲授 《生物信息学》。王俊记得：

“当时李英睿作为本科生蹭课，老是坐在第一
排，常常举手提问，问题还比较艰深、刁钻。
有一天问我，能不能到华大来做研究，我说，
欢迎啊！”

得到学校的特许后，2006年暑期，大二学
生李英睿来到当时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华大基因。

李英睿回忆：“我记得在一天之内完成买笔
记本电脑、报到、租房三件事情。第一个课题
是研究猪的基因，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做了两
个星期，居然把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给做对了！”

两年后，华大基因生物信息中心副主管李
英睿，拿着 《科学》 上发表的论文，从母校获
得了学士学位，翻开了他和华大科研传奇的崭
新一页。

“随机事件”

的传奇概率
本报记者 钟云华 杨阳腾

深化科研院所体制改革

创新活力来自哪里
本报记者 钟云华 杨阳腾

持久的兴趣、深厚的积

累和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结果会是什么？李英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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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深圳，北山工业区花木葱笼，掩映在水泥建筑森林中的“华大基因”，并
不显眼。一位路人为我们指了指远处：“看见那幢白色大楼了吗？原来是一家制
鞋厂。不知现在他们是干什么的⋯⋯”

走进华大基因研究院办公楼八层，足球场大小的空间里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工
位、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1000多位生物信息分析员，平均年龄25岁！”华大人介绍
说。

其貌不扬的这幢“大工场”，其实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十大科研机构之一。5月24

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2011中国科研机构实力排行榜，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位
列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就在这个旧鞋厂改造的大楼里，一
群年轻人手中，诞生了全世界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第一个大熊猫基因组图
谱、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仅2011年，他们在《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
期刊》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8篇，同时创造产值近10亿元。几年来，全球
最著名的基因组科学家，几乎都造访过这里。来的人都有一份好奇：华大的创新

“基因”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结构？

23 岁的罗锐邦，匆匆从华大香港中心赶
回来。他现在是华大基因生物信息核心技术
实验室负责人。

“进入华大基因，有些故事性。”他说。
2008 年，一次偶然在大学课堂听汪建院长生
物经济讲座，“顿时热血沸腾”，当晚，他就乘坐
汪建的汽车来到深圳。那时，他仅仅是大学一
年级的学生。余下的大学三年，他作为“华南
理工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基因组科学
创新班”首批11名学生，课堂变成了华大基因
的实验室。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年
后，2009 年 12 月，20 岁的罗锐邦以第一作者
身份，在《自然》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构建人
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的论文。包括他在内11
名“创新班”本科生，最终有5人，先后在《自然》
和《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许多国际专家询问，华大基因到底还有
什么秘密武器？”汪建笑着说：“我的回答是，
KIDS（年轻人）！”

华大基因的年轻科学家，许多就是以大
学和华大联合培养的方式进入华大基因的，
其中不乏像罗锐邦这样昔日大学低年级甚至

高中辍学学生。面对诞生在这群年轻人手中
的一篇篇国际顶级刊物论文，一项项原创性专
利，有人质疑，“科学家还需要博士文凭吗？”难
道生命科学研究没有门槛？

“这是基因组科学独特的一面。”另一位
首届“创新班”成员金鑫，曾以署名作者身份
在《自然》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论文。在金鑫
看来，人类基因组计划大规模实施，始自
2000 年前后，因此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
家”，年轻人反而容易走在技术发展最前沿。

如果这是答案的全部，为什么国际著名大
学生物系大学生未能取得如此骄人成就？

“生物信息学目前是科学超前，教育滞
后，因而我们就围绕科研课题，立即学，立即
用，干中学。”汪建这样概括华大基因教育培
训体系的突出特点，解释华大这座“熔炉”，如
何快速锻造青年科研专家。

罗锐邦回忆，三年前有一次，他曾在三天
内，将一本英文编程教材学完并立即运用。

“这门课程在大学，本来要学习一个学年。”罗
锐邦说，“人力资源培养速度，因此衍变成华
大的竞争力。”

“不拘一格”选才、“干中学”育才之外，用
才也很关键。“这里没有什么资历、等级。”李
英睿说，“不是说你是个学生，就必须干苦
活。大家就像兴趣小组一样，齐心协力把事
情做起来。大学生和教授平等交流，这在其
他地方，很难、很难！”

科学民主、宽松包容的氛围，鼓励年轻
人、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的组织文化，点燃了
一批批年轻人的创新激情。李英睿最感慨的
情形是，凌晨三四点钟，大家在外吃过夜宵，
还回到实验室继续干活。

“要靠创新文化、创新精神来凝聚人！”他说。

瞄准目标，全力出击，攻城掠地，捷报频
传.⋯⋯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好运气总是光临苍
翠梧桐山下的华大人。其实，华大军团历次战
役遗留下来的，还有21世纪中国科学家挑战耐
力、毅力极限的一幅幅剪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
顶级论文。年轻的科学家、执行院长王俊，就创
下了华大人这样一个纪录：一周只睡14小时，平
均一天2小时。

2001 年，深圳华大基因的前身北京华大
基因研究中心，开启了继人类基因组测序之
后，我国又一项重大的科研课题——水稻（籼
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研究工作。当时不到25
岁、博士尚未毕业的王俊，担任华大基因生物
信息主管，主要工作就是将同事们测出的基因
数据拼接起来、形成整体。如果说同事们找到
的是水稻“基因天书”中散落的“字符”，王俊则

要将它们整理成文，阐明其意。
困难接踵而来。设备还未全部到位，前

期测序工作进展缓慢。王俊获得了一个信
息，当时，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三家科
研机构，正在这项研究路上急行军。王俊回
忆：“美国公司声称将在 2001 年 9 月公布研
究成果，如果我们比他们晚一步，研究意义就
大打折扣。”

目标在前，时不我待！从 7 月到 9 月期
间，王俊和他带领的团队吃、住都在实验
室。两个月的艰苦鏖战，2001 年 9 月 20 日，
杂交水稻父本 4 倍的基因组测序终于基本
完成。10 月 20 日，中国科学家正式向世界
宣布：中国完成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
架序列图。

这在世界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水稻

专家袁隆平评价说：“水稻基因组研究将促进
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为超级杂
交水稻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攻坚克难的不绝动力，源自沉甸甸的责
任。华大基因年轻人谈论华大基因，几乎都
提到一件事：2003 年，非典肆虐，华大基因的
科学家们率先完成了我国 SARS 病毒基因组
的测序分析，研制出国内第一个用于 SARS
病毒抗体诊断的试剂盒，无偿提供给各大医
院使用。汪建院长说：“这充分体现了华大基
因的核心行为指导理念：做科学研究不是以
个人意愿为导向，也不是以某个集团、财团的
利益为导向，而是以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
向为导向。”

在罗锐邦看来，自己和同事们所做的事，
紧密联系国家未来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
学产业，甚至影响到整个生物学产业。他说：

“一开始是兴趣促使我搞科研，即便是没有物
质回报，我也很投入。但现在我更加明白身
上的责任。华大基因，是一个值得全身心投
入的地方！”

“协同创新
是我们最大的长处”

“科学家需要博士文凭吗”

“一个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地方”

王宏广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战 略
发 展 研 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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