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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顶科”]

本报讯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开幕式暨首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昨天
上午在沪举行。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万钢出席并致辞。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
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张玉卓院士主持开幕式。中宣
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长慎海雄，诺贝尔奖得主、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
伯格分别致辞。诺贝尔奖得主、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
克尔·莱维特、兰迪·谢克曼出
席。

颁奖典礼上，“智能科学或
数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
统计学系杰出冠名教授迈克尔·
I·乔丹，“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
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多学科
科学研究所主任迪尔克·格尔利
希分别被授予奖章、证书和1000
万元人民币奖金。

陈吉宁指出，上海是中国最
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一座科
教资源密集、科技交流活跃、科
研氛围浓厚的创新之城。习近平
主席勉励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八年来，我们牢牢把握科技进步
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
人才大举措，运用科学的智慧和
科技的力量，破解超大城市发展
难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经过八年努力，上海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科技
综合实力和创新整体效能实现
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已成为我们
这座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
驱动力量。

陈吉宁指出，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开启了
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崭
新画卷。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深刻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
必由之路。纵观全球科技发展
大势，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
刻变革，协同创新、合作创新、开
放创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
所趋。我们将搭建更高质量的
合作平台，提供更为便利的创新
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
氛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与世界各国科
学家一道，共同探索充满魅力的
科技前沿，让科技更好造福人
类。本届论坛以“科学向新 共
创未来”为主题，希望大家深入
研讨沟通、发表真知灼见，为创
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
的贡献。

万钢表示，中共二十大强
调“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
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
态”。本届论坛紧扣基础科学
的最新动态和人类命运共同挑
战，引领广大科技人才不断交

流科学新突破、凝聚合作新共
识、构建科学新生态、激发科创
新力量、共创未来新图景。希
望全球科学家加速基础科学的
融合性创新，强化科学技术的
包容性治理，增进全球科技的
开放性合作。中国科技界将始
终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科技
向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科技
治理，构建各国广泛参与、且以
国际协议为基础的科技治理互
信框架，架起中国与世界友好
交流合作的桥梁，助力中国科
学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更广泛地凝聚起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科技界力
量。

慎海雄表示，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再次
引发热烈共鸣。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将用科学的力量把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纽带紧紧相连。
科学是凝结人类文明智慧的灯
塔，而顶尖科学家无疑是塔尖上
的瞭望者，是一个个时代智慧的
刻度。我们邀请世界顶尖科学
家聚集在一起、汇聚到上海，就
是为了发掘这个星球的最强智
慧，萃取整合，启迪人心，最终反
哺人类、赋能人类，让科学之光
照耀当下，照亮未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将践行国际一流新型
主流媒体职责使命，讲好科学故
事，弘扬科学精神，让永无止境
的好奇心牵引我们在攀登科学
巅峰上勇毅前行，奔赴人类共同
的星辰大海！

罗杰·科恩伯格感谢上海市
对此次论坛成功举办所给予的盛
情支持。他表示，科学是人类进
步的动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先生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正在
发生着某些变化，科学不仅能够
应对这些挑战甚至能够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成立宗旨是“科技，为了人
类共同命运”，其三大使命是推
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
持青年成长。论坛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机会，使与会者有机会与
最顶级的专家进行交流，是名副
其实的科学盛会。协会还将提
出其他创新且有效的方法，践行
协会使命、实现协会目标。

此次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
礼活动在刚落成的上海临港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临
港中心）和东郊宾馆会场同步举
行。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胡文
容、陈金山、刘多，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罗晖等出席。

开幕式上，顶科协大学校长
咨询与协作委员会、顶科协企业
家咨询与协作委员会、顶科协世
界顶尖中学联盟宣布成立，将以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为平台和
纽带，推动顶科协与顶尖大学务
实合作，更好以科技赋能企业创
新发展，更好践行扶持青年成长
使命。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陈吉宁万钢出席并致辞

科技创新，上海发展不息的动力

昨日下午，两位首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得主在媒体见

面会上回答了记者们关心的问

题。

作为首届顶科协奖“智能科

学或数学奖”得主，迈克尔·I·乔

丹在回答国际合作方面问题时

表示，自己跟中国的很多联系已

经有 20 年了，“我和清华大学有

联系，跟很多的教授，我们有一

篇论文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跟

北大也有联系，因为中国的统计

学也非常强，还有数学。”乔丹表

示，他跟中国（联系）的很多方面

都是和数学相关的，他在伯克利

20%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中国

的，“我相信中国在这个领域比

过去五年已经要强很多，他们有

各种各样的资料，每天都会有论

文的发表。”

乔丹认为，AI 不只是一种

技术，它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思

维的方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

方式，同时也是非常丰富的，

“它能够解决实际上所有的相

关的问题，我相信不可能一个

国家做一切，有一些国家在某

些方面做得比较好。有一些经

济学家在这方面也是可以通过

它进行合作，比个人孤军奋战

做得好。”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

迪尔克·格尔利希近年对多学科

交叉的领域非常感兴趣，他表

示，现在的大趋势就是科学变得

越来越复杂，所以需要有更多的

方法，只是一个实验室来做研究

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资源，所以当你在做结构生物学

的时候，可能代价就会非常高。

比如你要购买显微镜还有设备

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昂贵，你需要

有不同的群体来进行合作，有一

些人会有相应的设备以及专有

的技术。这就像是我的研究中，

通过分工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

更加的高效，科学也是如此。在

每个领域当中都有专业的人员，

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来解

决科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适

用于很多领域，在生命科学当

中。”

顶科协奖单项奖奖金金额

有1000万人民币，作为单项奖得

主，迈克尔·I·乔丹和迪尔克·格

尔利希都获得了 1000 万元奖

金。在被问题未来怎样规划使

用这笔奖金时，迪尔克·格尔利

希坦言还没想过，“我也有孩子，

也许对我最重要的就让他们可

以更好地生活，得到更好的教

育。”而迈克尔·I·乔丹则表示，有

这样一笔奖金自己很惊讶，“我

15岁的孩子要买一台钢琴，也许

现在可以去买钢琴了。”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是
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由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
会承办、面向全球科学家评选的
科学大奖，于2021年11月1日
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正式宣布创设。该奖每年颁
发一次，目前设立“智能科学或
数学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两个单项奖，单项奖金为1000万
元人民币，跻身全球奖励金额最
高的科学奖项之列。

“我想对在座的年轻人们
说，在找到你们确定想要深耕的
方向前，请勇于探索不同领域。”

“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迈克
尔·I·乔丹在发表获奖者感言

时，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寄语年轻
一代。他预测即将见证一个新
的工程学科领域的出现——这
个学科的发展源于智能科学、统
计学和经济学原理，其目的是建
立一个基于数据的新型的真实
世界系统。依托全球规模的网
络和数据流，制造出支撑其系统
的商业、医疗、交通和娱乐设
施。它是第一个以人类的偏好、
价值观和决策为关键因素的系
统工程。他表示，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的三大使命与他概述的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愿
景惊人地一致，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领域也必须通过国际合作，
才能走向繁荣并实现愿景。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迪
尔克·格尔利希在发表获奖者感
言时，介绍了自己在细胞领域的
研究历程。通过深入研究，格尔
利希团队在可能是自然界最有效
的蛋白质分选机制的核心发现了
一种新的生物体状态——FG相模
型的核孔复合体通道，这一发现
已遥遥领先于时代。从一开始不
被学界认可到获得肯定，格尔利
希认为这段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
的发展历程使这个奖项于他而言
更为珍贵，更是对这一漫长而艰
难的科研之旅的巨大肯定。

颁奖典礼当天，第二届顶科
协奖全球遴选和评选工作宣布
正式启动。

获颁首届顶科协奖，“顶科”寄语年轻人：

找到深耕方向 探索不同领域

合作比孤军奋战强 分工让事情更高效

首届顶科协奖得主参加新闻发布会。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昨日上午，在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简称“顶科协

奖”）举行了颁奖典礼。其中，“智能科学或数学奖”颁发给了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家迈克尔·I·

乔丹，“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德国生物化学家迪尔克·格尔利希。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