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许跃芝 陈 郁 美 编 夏 祎

2020年，中国完成了北斗系统的收官之战。从 1994年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立项，到 2020 年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成功发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完成了全球组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根本命脉。”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导航系统

科学家徐颖说，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实现了 100%国产化。核心器件

星载原子钟在建设北斗之前都需要进口，而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国产。“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应用只受制于人们想象力的限制。”徐颖在北京市科协

主办的首都科学讲堂特别节目“2021科学跨年之夜”上介绍，北斗系统可以

用于交通定位、灾害救援、精准授时等很多方面。“未来特别期待能够在每

一个行业当中，能够在每一个大众应用当中，把北斗真正地用好，真正实现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徐颖说。 （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整理）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北斗

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

用好我们的“北斗”

“规范和坚守科学伦理，就是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同时，形成对社

会的重要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认为，在

现代科技快速迭代和社会应用不断创新的今天，一系列伦理问题相伴而

生，冲击着人类传统的伦理观念。

“人工智能推动了智慧医疗的发展，带动了检测、预测技术以及远程医

疗包括影像学发展等重大进步。”在乔杰看来，未来要持续健全科技伦理治

理体系，一是加大对伦理研究人员和管理队伍的投入，使他们承担起社会责

任，帮助到更多人；二是机制的建立，目前我国已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正在推动覆盖全面、导向正确、规范有序、统筹协调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

设；三是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道德、伦理、法律体系培训；四是在今后科学研

究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强伦理所占份额。 （本报记者 郭静原郭静原整理）

“CPU 芯片是芯片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它是最重要的芯片，没有之

一。核心技术产业是以三十年为周期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说，做核心技术，不仅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还需耐着性子坚持干。

“龙芯”是我国最早研制的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系列，于 2001 年在中

科院计算所开始研发。2010年，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始

市场化运作，旨在将龙芯处理器的研发成果产业化。

怎么发展芯片这样的“卡脖子”核心技术？在北京市科协主办的首

都科学讲堂特别节目“2021科学跨年之夜”上，胡伟武表示，做自主 CPU

生态体系，根本出路是走“市场带技术”的道路——通过自主研发，掌握

核心技术，在市场带动下发展并且走向开放市场竞争。

（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整理）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

耐住性子攻关核心技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 10 年行动

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看到这一部署，中科创星创始

合伙人米磊格外激动：“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

‘总开关’。国家继续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这是件好事。”

作为国内最早聚焦“硬科技”领域的投资人之一，米磊此前曾长期

从事光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几代人接续努力，如今我们在一些科研领

域实现了跟跑、领跑，但整体上引领式的科技突破还太少。”审视当下中

国科技现状，米磊认为，我国面临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根本在于基

础研究跟不上。“希望今后国家可以继续加大对以光学为代表的基础研

究的长期稳定支持，让更多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研究，勇闯创新

‘无人区’。” （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整理）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

勇闯创新“无人区”
回顾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副研究员王斌如数家珍：量子通信、北斗导航全球组网、C919大飞机、

超级计算机、5G 通信技术、高铁、磁约束核聚变……“在国际科技竞争

中，我们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说明我国科技总体实力正在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逐步构建起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并行的科技发展

体系。”王斌说。

2020 年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院所高校科技工作者

众志成城，在临床诊疗、疫苗研发、精准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

关，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展望未来，王斌期待更多科技工作者主动肩负起历史责任，勇攀高

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整理）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王斌：

肩负历史责任攀高峰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企业在逆

境中爆发出了坚韧毅力。”展望 2021 年，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会主席

徐少春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数字化浪潮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善用数据科技力的企业

将有望在新一轮商业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

徐少春介绍，近年来金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领域投入，持续在软件

开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信、电子发票等领

域发力，金蝶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业内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先后承担

了多个国家部委、广东省及深圳市政府的科研课题项目。“未来，金蝶将

继续坚持不懈地创新，以云原生技术、企业平台等业务助力更多企业重

构数字战斗力，为其更好地开展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徐少春说。

（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整理）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会主席徐少春：

重构企业数字战斗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安全

等带来严峻考验。这个时候，国际间科技交流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

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表示，新的一年，中国工程院将积极发挥国

家高端智库的作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关注重大需求，策源重大战略，

推动重大攻关，以更加开放的思想和举措推进国际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放

合作，为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展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未来，李晓红用三个词诠释：第一，信任，

就是要增进团结互信，打造开放包容的朋友圈。第二，合作，就是要加强

国际合作，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第三，发展，聚焦科技发展前沿，激

发繁荣创新的新动力。 （本报记者 郭静原郭静原整理）

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

壮大创新“朋友圈”

“未来五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必须深化管理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人

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培养造就一支与世界一流院所地位相匹配

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

团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认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融合发展，国家间的竞争已经转向以科技创新为主

的全面竞争，其核心在于对人才的争夺。

对于科研人才队伍，唐华俊表示，要不断优化科研力量布局，强化

人才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还要培育一批既具有一定专

业知识背景，又熟悉市场需求，从事科技成果孵化、转移、转化的复合型

技术转移人才，发现、培养、引进一批企业经营人才，组建专业化科技成

果市场推广团队，切实推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跨越式

发展。 （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

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

坚守科学伦理勇担社会责任

展望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钱前认为，要从顶层设计人才发展体系，创新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为打

造世界一流的农业科学研究提供人才支撑。

钱前认为，应该按学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考核评价，从而提高评

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2020 年，作科所从国际知名种业集团法国利马

格兰公司引进了原中国区大田作物研发总监黎亮博士，研究所看中他有

丰富的育种经验和国际视野。黎亮入职后，作科所迅速配备了实验条件

和工作人员，使他能够尽快投入玉米工程化育种的工作中去，从而推动

整合玉米科研优势力量，形成联合攻关。 （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整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所长钱前：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展望 2021年科技创新产业新生态，人工智能技术将越来越表现出

融合发展的典型特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科技部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修全认为，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层

面和主体层面都将融合发展。

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与 5G、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相互融合，将支撑各类智能系统产业化落地；人工智能治理与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的融合将走向深化，共同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从主体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正在由学术界驱动转向学术界和

产业界共同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人工智能

产业化应用从互联网领域向实体经济拓展，人工智能企业与各传统行业

的深度融合会成为决定产业智能化进程的关键要素；大企业要与小企业

协同创新，共性技术骨干企业和一批垂直领域隐形冠军将成为未来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整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科技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修全：

人工智能产业将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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