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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刚院士：

  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激活创新的活水源头

编者按：6 月 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举行，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有关情

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

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为探寻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光明网推出解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系列访谈。

本文专访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他从

国际视角谈中国创新故事，以及加强基础研究是创新源头的认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的自主创新充满希望

光明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速，从您自身来看，您感受到我们

最大的成绩或者变化是什么？

田刚：我是一个数学家，感受最深刻的还是在数学的发展上。现在国际数学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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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着更多中国数学家的身影。通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引进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人才，

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显著增多。今

年举行的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我们国内就有十几位学者受邀

成为报告人，此外还有在国外的一些华人数学家受邀。而在 1990 年我参加日本京都召

开的大会时，只有两位华人。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数学正在由大变强，这也是我

们中国数学家坚定信心、共同努力的结果。由小见大，数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的蓬勃发展，

也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中央。

光明网：当然如您所言，改革开放 40 多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整体创新

取得很大成绩。但我们仍被一些人认为中国“非常擅长照搬，不擅长创新”，您怎

么认识这一观点？科技创新，中国有没有话语权？

田刚：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某种素质跟某个特定人群联系起来。创新精神应

该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并不特定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族群。中国人当然是可以

创新的，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突出创新成果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影响创新的因素很多，环境、体制机制及文化氛围等都可能会影响某个时期的创新

成效。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自然在基础研究、技术成果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而我们国家在现代科学方面起步较晚，相应地，在体制机制、创新文化营造

方面与科技强国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当然会影响我们的创新。我们要正视这

个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科技创新话语权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还有发展

空间。但是随着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一大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我们也绝不应该妄自菲薄。

人们常讨论中国人获诺贝尔奖的问题，有人还以此来作为中国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

例证。获得诺贝尔奖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奖项更多代表

的是一段时期内某个成果很突出，它并不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绝对标准”。

这些年来，中国整体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是毋容置疑的。我们要解开国人的诺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