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

学院有没有一些措施，或者是方

向来促进年轻人能够在创新创

业方面有一些新的作为？尤其

是在上海如今大力推进科创中

心建设的环境下。

朱志远：我们有，当然有。在
科学院方面，我们很早就调整了
我们科技评价的体系，这在全国
都是走得比较前列的。2010
年、2011 年间我们就改革了我
们的评价体系，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采取了一个措
施 ，跟 科 研 成 果 转 移 转 化 有
关。所谓科研成果转移转换，
就是你搞的东西要有潜在的市
场应用的价值。这不是由我们
来做评估，而是市场来说话。
我们加强了科研人员的知识产
权对其贡献度的一个认可值。
专利等这些核心技术，这个东

西是没办法用原来的评价方法
来处理，而是要看应用的价值，
看市场对它的反应。

第二个是和国家政策相衔
接，或者说是在国家指导下做很
多的试点。我们科学院在上海
的两个研究所，去年做了一个试
点，通过我们简称的“三权下
放”，也就是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处置权和分配权的下放来促进
创新创业。国家政策相对来说
比较宏观，我们在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
研究院等，根据各个研究所的情
况制定了相应的更加具有可操
作的一个细则，特别是在使用分
配权利上，因为处置主要是由单
位处置，在如何能够让科研人员
也就是这个成果的拥有者可以
直接使用分配这方面，建立一个
可操作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

为了激励科技人员更好地更有
积极性地把成果转移转换。

同样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
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我们
调研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知名
大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成果转
换方面做得非常有特点的，比如
在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在美国的
麻省理工大学，包括在英国的牛
津大学，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
学。发现这些学校都做得非常
有成效，能把一项技术、研究成
果非常有效地转换成市场，变成
市场的一个竞争力。我们学校
也研究、借鉴了他们这些学校的
经验。上海科技大学目前也已
制定了我们学校鼓励青年教师、
科研人员在创新创业这方面的
一个政策，让大家感觉到不仅是
有方向，而且是有措施。这些政
策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

借鉴国际惯例激励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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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强化

创新引领作用，为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

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中科

院是科研重地，上海科技大学也

是重点培养科技人才的。作为

一名“科教结合”的人大代表，您

对此有何看法？

朱志远：我的确比较关注报告
中提到的科研投入要到2.5%，之前
我国对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
也 就 是 我 们 说 的 R&D 投 入 在
2.1%。从现在的2.1%到2.5%，这是
一个需要努力才能够达到的目标。

对于这个投入，我觉得应该
包括几个方面——有相当一部
分是政府的投入，事实上这几年
我们国家政府对于科研的投入
都在不断地增加，应该说增加的
比例还是相当大的，这在国际上
也是为数不多的。而另外还有
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靠社会力量，
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从社
会各个领域，包括企业等一些参
与者都能够加大投入，在产业结
构调整时对前期产生影响的，这
部分是算在投入上的。以及后
面促进大的产业部门调整，加强
各类企业研发这方面的投入。

现在有些企业已经重视这
块了。比如说华为，R&D投入每
年增加非常快，我记忆中大概能
达到每年400亿的R&D投入，如
果全社会的企业包括其他社会
力量对于R&D投入都有很强的愿
望，或许就能够促进一些新的研
发的东西出来，这样一个目标还
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加强产学
研合作很重要。因为科研本身在
前端，不断要有新的发展，这个还
是一个动力问题，动能转化。你有
更多更好的研发的早期成果，就会
吸引后面对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
的后续投入，这本身就是一个产业
链或者叫创新链。而整个创新链
后端的投入是很大的，光靠政府仅
仅只能是一部分。

要成为一个创新驱动发展
的国家，首先是要有很强的科技
创新，同时能通过科技创新带动
一个新产业特别是在一些中高
端产业，或者是变革性产业里边
产生更多的产出，如果能做到这
点，对我们总体的经济发展、市
场竞争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说到底，我们不能仅仅靠要
素驱动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创新
驱动发展。所谓要素发展是靠
原材料投入等这些方面，将来应
该更多的靠创新。而这个时候，
科研投入就显得非常重要。

科研投入增加可以形成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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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远代表在两会现场与网友交流。 叶辰亮 摄

问：目前上海正处于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的进程中，您觉得像

上海科技大学这样一所稍显特

殊的高校，在今后的改革发展中

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朱志远：上海本身就是国家
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试点城市，
上海科技大学还是会按照整个
综合改革的总体方案部署，按学
校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大学
的发展规律来做一些探索。我
觉得改革的最终还是要体现在
能不能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学生
上面，这个还是要由时间来检
验。上海科技大学是一个新的
大学，但是好多事是会把制度先
定好了，并且借鉴国际惯例，同
时适应中国的国情。这也是建

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
习总书记前几天来上海团

参加审议时，我曾提出过，科技
领域现在也存在两方面的有效
供给不足：一是科技成果供给不
足，表现为核心技术与关键元器
件对外依存度过高；二是高等教
育入学率与美欧有较大差距，实
际上就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

问题怎么解决？我当时提
了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目前
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的特聘教授
团队已有三位诺奖得主加盟。
其中一位是2013年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詹姆斯·罗斯曼。最开
始罗斯曼在上科大的工作以上
课、学术讨论为主，不涉及研
究。但因为张江这边集聚了一

批有相当水平的科研设施和人
才，而且这些基础环境穿透了大
学、院所间各自有形、无形的围
墙，科、教两个体系的人员能够
自然携起手来搞研究。于是，罗
斯曼与中科院经反复讨论，决定
合作开展一项国际研究，最终这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搭建了
自己的实验室和团队。

反过来，上科大将我们最先进
的电镜数据处理模块，配置在了张
江的国家蛋白质设施上，并由对方
统筹管理，显著提升了这一大科学
装置支撑创新的能力，目前已带出
了一批国际一流研究成果。这就
是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合发展、良性
互动带来的成效。未来，这种“科
教融合”的道路还是会继续。

未来发展还是注重“科教融合”

创新创业主要动力来自于青年人
本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朱志远

位于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2014年才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因为是由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的，成立之初就备受关注。记者昨天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志远，他表示，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学校汇聚最多的是
青年教师和青年学子，而创新创业的主要动力也正是来自于青年，“科教融合”将是学校不变的发展道路。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北京专电

问：政府将继续加大对科研

的投入，而创新创业这次在政府

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也

都被屡屡提及。您觉得要实现

“双创”，在得到投入后最关键的

要素是什么？对于科研机构以及

高校来说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朱志远：创新创业，双轮驱
动，这个其实是最适合青年人
的。创新创业这块，跟科技成果
转移转换关系非常密切，主要动
力还是来自年轻人，可以说最主
要还是靠青年。而在科研机构
和高校里，年轻人正当主力。

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创新的
活力也是在非常年轻的一代里
面。无论是我们中国科学院也
好，上海科技大学也好，现在科
研的主力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
非常年轻，平均年龄都只有30多
岁，而且都是骨干。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欣喜的。因
为未来说到能动转换，能量来自
什么地方，就是青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创业。创
业主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探索者
也是青年。毕竟在那个年龄他会
有很多的激情，也会产生很多的
想法。如果把想法变成现实中他
要追求的目标，只要能够把其中

某一个想法变成产品，再把一个
产品变成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就
有可能变成整个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产业就是这么诞生的。而这
也是年轻人最能够做到的。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提倡科
研成果转移转化，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鼓励年轻人把创新和创业
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

上海科技大学基本全是青
年教师，我们主要面向未来，从
开始设立就以青年教师为主。
科研界也是这样一种趋势，青年
力量茁壮成长起来了。我们科
学院的科研传统，一直是30多岁
就可以挑大梁的，因为我们有比
较深厚的积淀在那里，也有这种
文化，能鼓励年轻的人能够起
来，我想这也是中科院的活力所
在，所以你看我们能够做出非常
优秀的成绩，在国际上获得殊荣
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年轻科研人
员。就在不久前，我们上海药物
所新发现了一个药物作用的新
靶点，相关研究1月份也在国际
知名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发现者
就是个年轻的女研究员。谈到
创新创业，我们科学院可以拿出
一批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这就是
未来的竞争力所在。

青年科研人员能做得非常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