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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营造鼓励年轻学者解决真正科学问题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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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

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要
求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
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围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动了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落地落

实。作为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一线科研人员,2016
 

年以来本人陆续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成功推向产

业化,特别是近5年先后作为嘉庚创新实验室的常

务副主任、主任参与到科研项目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以
下是我的几点看法。

1 坚实的基础研究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基石
  

本人于
 

2007
 

年回国工作,得益于厦门大学化学

学科长期建立的“敢为先、重细节、合为贵”的科研文

化,及回国两年后就有幸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2014年以前本人喜欢天马行空的研究,
不断思考如何将个人研究与单位优势融合,逐步形

成自己的研究特色。2014年以后,本人研究开始与

产业界密切接触。在这一过程中,最先成功实现转

化的并非研究成果的直接产业应用,而是基于对基

础研究的认识去解决行业、产业痛点问题;在后续真

正将研究成果变成产业技术落地后,也发现这些技

术的核心竞争力也同样源于本人基础研究的特色和

优势。近几年,在建设嘉庚创新实验室过程中,本人

从管理角度也切实感受到坚实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例如,我们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开发出可媲美国际顶

尖水平的电解水制氢装备,同样得益于厦门大学在

电化学、催化两大优势学科,长期的基础研究优势积

累使得我们的装备研发有了不一样的“魂”,也就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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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和推动技术持续更新迭代的基础研究。

2 完善的评价机制是推动基础研究解决真

问题、真解决问题的基础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快速迭代的关键

阶段,对我国来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对传

统的线性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的基础

研究评价机制更多关注研究本身的创新性、科学性

和可行性,往往脱离现实需求,尤其是我们很多基础

研究是一些前沿领域的跟踪性热点研究,很难为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做出实质性贡献。而

现实是,我们国家当前的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还不小。我们需要去思考,基础研究应该如何

凝练真问题,如何真解决这些问题? 如何引导和发

掘产业后端需求,让他们成为出题人和阅卷人? 借

着科技部机构改革机会,能否把原有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作为一个试点? 针对特定的战略产业方向,通
过与能够精准把握相关产业方向的研发机构紧密合

作,邀请跨学科研究人员、成果应用方、企业家等共

同参加,从产业端理清基础研究的痛点问题,制定解

决真问题的指南方向。结题验收时,在论文或专利

等成果的基础上,邀请产业后端的专家来一起评价,
构建一套以学术贡献和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分类评价

体系,并择优滚动资助,可能会更好从源头和底层技

术上解决关键产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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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励青年人敢于开拓新方向,避免同质化

和内卷
  

国家科技创新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习近平总书

记在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

高水平人才。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对

高素质青年科研人才的引导,当前青年科研人员往

往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固定成长路径,不愿意去冒险

开拓研究新方向,导致研究同质化和内卷现象严重,
而一些“非主流”人才却难以获得基金的关注和支

持。这也是本人在引导青年人才去攻关“真问题”面
临的最大挑战。经过几年建设,嘉庚创新实验室就

有不少这样的青年人才,他们喜欢做“有用的研究”。
例如,我们

 

2020
 

年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引进了一

位博士后陶博士,当时我们看中他对电化学基础研

究和工程技术的激情与独到见解,经过一年不到的

考察,决定由他牵头攻关国家急需的PEM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电解水制氢技术,本人辅助做

好各种支撑服务工作。经过不到三年的时间,陶博

士率领团队开发的低铱阳极PEM 电解槽,性能指

标具备国际竞争力,被国家能源局认定为能源领域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并获得了2
 

000万的市场

投资。在合作中,我发现他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很深

入,从工况研究体系构建到检测标准仪器开发,再到

装备放大,他的基础研究与众不同,特色鲜明,但陶

博士申请了两次基金都很遗憾未获支持。这类人才

通常有着丰富的基础研究经验,不喜欢提新概念,而
是在解决“真问题”过程中不断攻克关键基础科学问

题,如何保护这类年轻人? 本人认为引导宜早不宜

迟,加大对这类勇于开拓新方向的年轻人的资助力

度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去培育更多敢于创新、解决“真
问题”的青年人才,打造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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