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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頔綜合報道）22日，由中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和中國
駐伊朗大使館主辦的「2016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
伊朗行．新疆篇」綜合文化交流活動在伊朗首都德黑蘭
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致信
指出，此次活動通過生動展現中國新疆壯麗的自然風
光、獨特的人文景觀、豐富的歷史文化，將有助於伊朗
各界了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
樂業的新疆，也必將進一步推動兩國文化等各領域交
流，續寫兩國人民友誼新篇章。
開幕式上，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

崔玉英宣讀俞正聲的賀信並致辭。崔玉英表示，本次

「感知中國」活動是落實今年1月兩國元首達成的關於
加強人文領域交流共識的具體舉措，是中國首次在伊朗
舉辦以新疆為主題的綜合文化交流活動，旨在讓伊朗民
眾走近新疆、感受新疆、了解新疆，領略到獨具特色、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中伊關係迎來新機遇
俞正聲在賀信中說，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和中國向西開放的重要窗口，是連接亞歐大陸重要的交
通樞紐、商貿交流和文化科教中心，也是中國最早與伊
朗開展交往、交流的地區之一。
他並指出，中國和伊朗都是亞洲古老的國家，兩國友

好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兩國就互派使節，各領
域交往不斷，結下了深厚友誼。中伊建交45年來，兩國
高層保持接觸，經貿合作不斷深化，人文交流成果豐
碩，兩國友好關係平穩發展。在習近平主席共建「一帶
一路」的重大倡議下，中伊關係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
遇。
俞正聲強調，目前，中伊關係秉承「和平合作、開放

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相互尊重，
平等交往，互享和平，共同發展，各領域合作呈良好發
展趨勢。
據悉，此次活動為期７天，其間將舉辦文化論壇、歌

舞表演、圖片展覽、器樂和服裝展示等多場活動。

俞正聲致信祝賀「2016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伊朗行．新疆篇」開幕

全國政協雙周會聚焦國際科技合作全國政協雙周會聚焦國際科技合作
日前日前，，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正式印發《「《「十三五十三五」」國家科國家科

技創新規劃技創新規劃》，》，從創新主體從創新主體、、基地基地、、空間空間、、網網

絡絡、、治理治理、、生態等多個方面提出建設國家創新生態等多個方面提出建設國家創新

體系的要求體系的要求，，並提出了科技進步貢獻率從現在並提出了科技進步貢獻率從現在

的的 5555..33%%提高到提高到 6060%%，，同時同時，，對組織實施國際對組織實施國際

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作出戰略部署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作出戰略部署。。時隔時隔

1010天後天後，，全國政協召開第全國政協召開第 5454次雙周協商座談次雙周協商座談

會會，，委員圍繞委員圍繞「「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

建言獻策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頔 北京報道

近幾個月來，全國政協曾多次以科技創新主題進行調
研考察。5月下旬，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調

研組到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調研中國「十一五」期間
重點建設的十二大科學裝置之首——中國散裂中子源
(CSNS)項目；7月中旬，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率隊到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北京凝聚態物理國家實驗室（籌）
進行考察和座談；8月初，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
席、科技部部長萬鋼一行赴貴州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
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工程現場、貴州科
學城等地進行調研。
萬鋼在調研時強調，要結合國家戰略和地方需求，更多

地關注科技體制改革和產業體制改革，推進科技成果轉移
轉化，重視科技創新。他並指出，科技部將積極支持貴州
公共大數據國家重點實驗室、超算中心建設等，推動體制
機制創新和產學研結合。

科技發展面臨重大機遇
全國政協對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問題十分關注。
雙周會前，致公黨中央、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曾組
織委員進行專題調研。委員們認為，中國科技創新正處於
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着差距進一步拉
大的風險。
他們紛紛表示，中國陸續參與了一些國際大科學計劃與

工程，培養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和工程技術隊伍，提升了
科技的國際影響力，提高了國內相關產業的技術水平，但

依舊存在缺乏長遠前瞻的規劃安排、缺乏統一的協調管理
機制、發起和牽頭組織經驗不足、人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
等問題。
談及此問題，全國政協常委、科技部原副部長程津培院

士表示，歐美等發達國家從各自發展的戰略需求出發，早
在上世紀50年代起，就把國際大科學工程當作國家之間
科技競爭與合作，以至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佔據着先發
優勢。
他說：「中國在這一領域雖起步較晚，但隨着改革開放

不斷深入和綜合國力、科技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可以看
到我們的國際科技合作的廣度深度正在不斷推進。」

委員建言：合理規劃 完善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等離子

體物理研究所副所長萬寶年也表示，儘管中國在參與國際
大科學計劃上取得一定成績，但也暴露了不少問題，「在

國際合作大科學計劃方面還缺乏國家層面的統籌，在外
交、法律、財務、人事等方面的政策不配套。」
為推進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有委員從多個方面

提出建議：首先應積極參與，前瞻佈局，合理規劃。提倡
國際合作，堅持量力而行，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其次是
有選擇地實施中國牽頭的重大項目，要加強能力建設，積
極聚集人才，包括國際科技組織管理人才、大科學工程管
理人才，同時也要積極引進和聚集國外人才。
同時，要開放思維、完善機制。進一步調動科技人員的

積極性，有關科技管理部門要積極為科技人員創造更好的
工作條件，綜合協調、保障有力。
委員並強調，有關部門要牽頭協調，避免重複建設，解決

國際大科學工程中遇到的人才保障、運行經費等實際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

講話。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董建華、萬鋼、張慶黎出
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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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點是可擴展量子信息處理
的關鍵材料，但中國相關的製備
與加工水平相對不足，因此我們
團隊還承擔了中科院的國際合作
項目。但因為中國的經費並不能
撥給國外使用，我們僅僅是採購
產品，不能共享其知識產權。更
關鍵的是，這一過程中的合作是
較為鬆散的，缺乏成果共享的機
制，隨時可能被對方禁售。
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對於中國

主導的國際大科學計劃中某些任
務，允許經費劃撥到海外，由國
際上的優勢研究力量幫助中國來
完成，同時共享知識產權。在國
際大科學計劃的框架下，根據具
體情況允許在海外建立聯合研究
中心，便於及時引進國外的先進
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一龍北京報道）20日，「察哈爾
圓桌會議暨察哈爾和平對話2016」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召
開，以「張家口如何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主題建言謀
策。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出
席會議並致詞。會議由察哈爾學會與中共張家口市委宣傳部
共同主辦，蔚縣縣委、縣政府承辦，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
評論員杜平主持。

持續四年助力張家口轉型
「這是察哈爾圓桌會議暨察哈爾和平對話第四次在張家口

市舉辦。」韓方明稱，察哈爾學會非常願意提供智力支持，
助力張家口對外更好地展示奧運城市形象，對內能夠以積
極、快速並且彰顯城市特性的方式，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之
中。張家口背靠內蒙古，毗鄰山西，面朝京津，既是京津冀
一體化的重要地區，也是「一帶一路」經濟走廊上的重要節
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據悉，從2013年起，作為察哈爾學
會五大年度性會議的「察哈爾和平對話」，每年均在張家口
舉辦。

期待變身「國際張」
「滿懷冬奧夢想、致力綠色崛起的張家口正吸引着全球的

目光，並且將以更加廣博的胸懷擁抱世界」，張家口市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張家口市總工會主席王志軍說。
張家口市發改委副主任張根恒表示，張家口正面臨着京津

冀協同發展、京張攜手籌辦冬奧會、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建設
三大歷史機遇。下一步，張家口市將借2022年冬奧會主辦機
遇，將張家口打造成國際知名城市，同時立足京津冀協同發
展的功能定位，打造成低碳城市和「京津冀水源涵養功能
區」，把張家口建成堅不可摧的首都生態屏障。據張家口市
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外宣局局長王陶原說，張家口作為主
辦冬奧會的城市，正在走向國際舞台，希望與察哈爾學會等
知名智庫合作，讓「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張家口市，成為名
揚全球的「國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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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科學裝置
作為承擔中國大科學裝置建設和運行的主要力量，中國科學院

先後建設和運行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及北京同步輻射裝置、合
肥同步輻射裝置、蘭州重離子加速器與冷卻儲存環裝置、上海光
源裝置等一批大科學裝置，為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和經濟社會發展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大科學裝置是國家為解決重大科技前
沿、國家戰略需求中的戰略性、基礎性和前瞻性科技問題，謀求
重大突破而投資建設的大型研究設施，是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
成部分。

顧行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遙感
與數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長

全國政協委員、量子衛星首席科
學家

相比歐美國家，中國在國際舞
台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還比較
弱。中國現在不差錢，差的是渠
道。
國際科技組織總部設在中國大
陸的僅有68家，佔所有科技組
織的比重僅0.53%！這個比重之
低，不僅遠遠落後英美法等歐美
國家，甚至還不如印度、韓國等
亞洲鄰國。這正是中國國際科技
合作渠道不通暢的表現。
目前，中國雖然鼓勵國際科技
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但出手並不
快，尚未出台配套的指導方針和
支持政策。科技合作要與國際接
軌，機構運行、經費支持等也應
與國際接軌，才能吸引國際機構
落戶中國。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

潘雲鶴

中國的科技研究要努力從「跟
跑」轉向「並跑」與「領跑」。
成為「領跑者」，主導國際科技
合作，除了要提出好的合作項
目，關注中國發展的重要需求，
充分發揮中國的優勢，促合作各
方共贏之外，更要關注「原始創
新」，即具備「敢為天下先」的
勇氣。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副所長

徐旭東

中國當前一方面要「補課」，
在不同領域有一個相對均衡的發
展，但同時也要敢於發起新的大
科學計劃，設計新的大科學裝
置，探索新領域、新理論，提出
新概念。不必把西方科學界做沒
做作為立項的必備條件，而應以
科學本身的邏輯和國家乃至人類
的發展需求作為依據。

■記者王頔整理

察哈爾和平對話2016召開

■「大科學」
「大科學」是國際科技界近年來提

出的新概念，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
但就其研究特點來看，主要表現為：
投資強度大、多學科交叉、需要昂貴
且複雜的實驗設備、研究目標宏大
等。

根據大型裝置和項目目標的特點，
可以將大科學研究分為兩類，第一類
是需要巨額投資建造、運行和維護大
型研究設施的「工程式」的大科學研
究，又稱「大科學工程」，其中包括
預研、設計、建設、運行、維護等一
系列研究開發活動。如國際空間站計
劃。第二類是需要跨學科合作的大規
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學研究項目，
通常是圍繞一個總體研究目標，由眾
多科學家有組織、有分工、有協作、
相對分散開展研究，如人類基因圖譜
研究、全球變化研究等即屬於這類
「分佈式」的大科學研究。

■大科學研究國際合作
從運行模式來看，主要分為三個層

次：科學家個人之間的合作、科研機
構或大學之間的對等合作（一般有協
議書）、政府間的合作(有國家級協
議 ， 如 國 際 熱 核 聚 變 實 驗 研 究
ITER、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強子對
撞機 LHC 等）。
其中，各國政府組
織的大科學研究國
際合作佔主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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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察哈爾和平對話察哈爾和平對話20162016」」會議現場會議現場。。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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