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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行科学家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

——袁亚湘院士答记者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举行中外记者见

面会，请 4 位科学家代表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 肩负新时代科技使命”与中

外记者见面交流。

国新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胡凯红（徐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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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凯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办的

中外记者见面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

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下午，我们非

常高兴地邀请到四位科学家代表，请他们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新时代

科技使命这个话题，与大家作个交流，来谈谈他们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这

四位代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先生，中国

科学院院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先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霍守亮先生，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郭少军先生。下面，我们先请四位代表介绍一下自己。

2020-11-17 15:08:42

袁亚湘：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叫袁亚湘，来自中国科学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华罗庚、陈景润、吴文俊、冯康老一辈非常著

名的数学家生前所在的单位，我是研究最优化计算方法。大家知道，优化法

在数学上就是一个函数求极小，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存在决策的问题都

是优化问题。当年华罗庚在全国推广的优选法，叫 0.618 法，就是一个特殊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徐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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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方法。任何存在决策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优化问题，特别是现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很多问题都归结到参数的选取、如何做决策，包括无人机的轨迹

设计等等。所以，在新的时代，优化方法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好的应用，谢谢

大家。

2020-11-17 15:15:5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有个问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

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科学家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

负起历史的科技创新的重任。请各位科学家结合你们各自工作的领域，谈谈

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理解，你们是如何践行的，以及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谢谢。

2020-11-17 15:22:08

袁亚湘：前面三位专家都讲得非常充分了，我再结合我们自己的领域简单谈

谈自己粗浅的认识。老一辈的科学家爱国奉献，淡泊名利，刻苦攻关，敢为

天下先，攀登科学高峰，老一辈科学家这些优良的品质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

在数学领域，华罗庚、陈景润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事迹、他们的

精神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学家，包括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听着他们

的故事长大的，后来成为科技工作者，也是受他们故事的影响。所以，科学

家精神能够鼓舞年轻一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大家经常说科学没有国界，

但是一定要记住后面那句话，科学家是有国别的。所以，爱国奉献这一点是

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坚持的。

第二个是淡泊名利，不去追求那些荣誉、地位，真正为了信诚科学、淡泊

名利，去为了自己兴趣爱好，为了国家的发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要

功利性地做研究。再一点是甘为人梯，我最近刚刚从金坛回来，华罗庚诞

辰一百一十周年，华罗庚，从一个初中毕业文凭的人到清华，从清华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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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变成一个教员，后来又从剑桥访问回来，直接提

升为教授等等，这种就是华罗庚得益于有比他更老一辈的人甘当人梯，当

他的伯乐，后来华罗庚先生自己又当伯乐，把陈景润从厦门调到北京来。

我刚才有意让八零后的教授在我前面讲，也是弘扬科学家精神，让年轻的

同志先讲。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科学家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是我们

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一代更应该在当今社会弘扬这种甘

为人梯、扶助后学的精神。

最后是要甘于寂寞，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的、做数学研究的，要真正坐得住冷

板凳，不要为外界喧哗的世界所迷惑，有定力，真正埋头苦干，做真正有价

值的工作，这是发扬科学家精神最好的做法。谢谢大家。

2020-11-17 15:32:43

科技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提给袁老师。加大基础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您

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好奇心，以

及科学家特别是基础研究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谢谢。

2020-11-17 15:41:51

袁亚湘： 非常感谢这位媒体的朋友，谢谢你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

自己非常有幸地参加了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座谈会，我亲耳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的确，对我一个做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非常振奋，

也非常受鼓舞。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不少于三次提到了“好奇心”这个词。大

家知道，作基础研究的驱动力，有好奇心，还有功利心。从表面上看来，大

家觉得可能功利心是驱动作研究很大的一个动力，但实际上不然。为什么？

因为你为了一些所谓的名誉、地位、金钱，甚至一些奖项、“帽子”，好像

感觉会不断驱使你前进。但是我们真正做基础研究的，实际上最强有力的动

力不是功利心，而是好奇心。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本性，

人对未知世界都想知道。就好像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你就想知道袁老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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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会有什么答案，否则你就不问了。所以，我们知道好奇心才是作基

础研究真正的一个最原始的、最强有力的、也是最长久的。用数学语言说，

这是一个无穷的动力。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真正一些颠覆性的、革命性

的科技发现，往往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些往往是依赖于真正的纯基础

研究，而不是应用研究。

但是基础研究有个特点，往往在你做这个东西之前，你事先并不知道它的结

果是什么，而且它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它的道路还是曲折的。所以，没有

好奇心，就很难长期、持久地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础研究的，

非常希望年轻科技工作者要热爱自己的研究，还要有持久的坚持力，然后调

动他的好奇心，才能把它做下去。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现代科技的竞争，包括我们国家面临很多“卡脖

子”的现象。“卡脖子”很多都是表现在技术、工程层面，比如芯片会不会做，

这个会不会弄，可能表面上是在技术和工程层面。但归根到底，很多“卡脖子”

技术都还是基础研究。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实际上盖房子的

时候，没有地基是不可能有这个房子的。比如华为的 5G 领先世界，最关键的

技术是基于它的极化编码，这是数学方法。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谈到好奇心，这对我们作基础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实际上也是希望和勉

励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要真正用好奇心驱动自己的研究，热爱科研、埋头苦干。

然后是“四个面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社会经

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的理解。谢谢。

2020-11-17 16:01:4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新媒体记者： 虽然现在已经把科技创新摆在了

非常核心的位置，而且把科技自立自强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但

是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上还是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短

板。所以，我想问袁亚湘院士、郭少军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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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7 16:05:04

袁亚湘：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本人是作基础研究的，所以也许我对你这个

问题的具体回答不一定是最权威的。我还是那个理解，我个人觉得，科技上

还存在一些短板，基础研究永远是个源头，所以我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什么东西缺了马上补。当然补是要做的，但是更多的要思

考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会导致我们有这些短板，为什么导致我们现在被别

人“卡脖子”，很可能我们现在被“卡脖子”，可能是二十年前有些没有布局。

所以，今天的基础研究很可能导致未来二十年后又被别人“卡脖子”。这是

我作为一名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还要呼吁的，要重视目前技术工程跟国际

竞争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被别人“卡

脖子”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短板的环境，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

具体落实到您说的哪个项目，我想我自己不是很了解，据我的了解，我们国

家很多领域现在做得也非常不错。我不是做工程技术的，所以没办法具体回

答你的问题，我只是针对“卡脖子”或者短板跟基础研究的关系谈谈我个人

的看法。但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很重要。谢谢。

2020-11-17 16:40:44

海报新闻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持，请问各位科学家

怎么看待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谈一下如何推

动科技创新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

2020-11-17 16:42:59

袁亚湘：三位老师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我再结合自己的领域，简单谈点自己

的看法。首先，我完全同意三位老师的意见。科技创新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

核心推动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今世界，经济实力的强国、大国，都

是科技强国。纵观近代史这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列强国家的进步都是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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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进步，所以未来国家的竞争，科技的含量会越来越大。

再一点，因为我是作基础研究的，在科技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依然是核心中

的核心。我呼吁，大家要重视基础研究，虽然基础研究表面上很多都看不到，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科技的竞争力的真正源头是基础研究，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任正非反复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刚刚有记者拿着手机在照相，在你们电

脑里存入一张照片，是 JPG 格式，这就是数学的编码方式。比如，数学作为

一个基础学科，你可以看看你的周围，真是无处不在。所以，基础科学有它

的独特性，因为基础科学就是要做前人没有想过的事情，你要发现别人不知

道的规律，你要找出来别人不懂的定理，你要找出来或者发明一个别人不知

道的方法，这完全是原创性的，它并不是由功利心推动，一定要好奇心驱动。

所以我们希望，特别是作基础研究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有好奇心，要培养

兴趣，真正去作原创性的东西，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这个大氛围让大

众都热爱科学、信奉科学。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只要有个好的环境，

让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的潜能都调动出来，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各行各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谢谢大家。

2020-11-17 16:44:09

胡凯红：刚才四位科学家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研究，谈了谈对科学家精

神的理解，比如爱国，比如奉献，比如创新，比如说好奇心，比如耐得住寂寞，

比如说甘为人梯等。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神支撑，有这一代一代科学

家们的传承，使我们能够不断取得科学技术的重大成果。我相信，也正是因

为有这样一种精神，在未来，我们国家一定能够不断攀登新的科学技术高峰。

今天的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四位科学家，谢谢各位！

新闻转自：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原文链接：http://www.amss.ac.cn/xwdt/cmsm/202011/t20201118_57535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