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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参会者中有诺奖得主
也有科学青少年

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举办了6届，与会诺奖得主累计
超过250人次，中国两院院士超
过150人次，全球杰出青年科学
家超过750人次。

今年的论坛邀请来自全球
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
科学家来到上海，其中包括了
11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50余
位海外顶尖科学家、40余位中国
两院院士及资深科学家，以及约
100位中外优秀青年科学家。“最
强大脑”们以论坛为纽带，通过
对话交流，增进国际合作，促进
科学发展。

昨天的开幕式就成为顶尖
科学家们思想“交锋”的舞台。5
位顶尖科学家代表发表开幕式
主旨演讲，他们是2004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多个物理理论奠
基人之一大卫·格罗斯教授，
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端粒酶发现者卡罗尔·格
雷德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教授，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得主、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
杰教授，荣获2023年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殊荣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
物理学教授薛其坤教授，他们带
来了全球科学前沿动态及科技发
展和人类未来的前瞻性思辨。

本届论坛以“卓越科学 创
新致成”为年度主题。一批卓越
科学家“新面孔”将在2024顶科
论坛分享新成果、贡献新思考。
包括两位2023年沃尔夫化学奖
得主和两位2024年生命科学突
破奖得主。多位卓越华人科学
家也将首次亮相 2024 顶科论
坛。其中包括前述提及的RNA表
观遗传学开创者、芝加哥大学何
川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
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深圳计算科
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樊文飞教
授，普林斯顿大学康毅滨教授等。

记者还了解到，2024顶科论
坛继续打造全球青年科学家主
场、凝聚科研新生力量。论坛吸
引80余位卓越青年科学家参会，
其中首次参会的逾50位。通过参
会青科，顶科论坛链接了30余个
全球顶尖的科研机构，如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魏茨曼科学研究
所、Meta以及一批全球顶尖高校。

践行“扶持青年成长”使命，
科学青少年是顶科论坛一直关
注的群体，培养拔尖人才也是顶

科论坛长期探索的课题。本届
论坛标志性的“科学T大会”早在
7 月 3 日就开始了全国海选活
动，通过生命科学、智能科学和
物质科学领域的三大挑战性问
题，遴选出一百位具有强烈好奇
心与科学梦想的Sci-ter现场参
会。世界顶尖科学家、全球卓越
青年科学家言传身教，志同道合
的科学伙伴互相激发，在生动的

“科学第一课”和热烈的“桌布论
坛”之后，Sci-ter们将完成一场
科学思维的跃迁。

大奖获得者首次走入高校
与师生交流

昨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新晋
2024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
奖”得主、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
教授乔恩·克莱因伯格和新晋顶
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
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教授杰瑞米·内森斯接过奖杯。
记者了解到，在参加顶尖科学家
论坛之前，两位教授已经在沪参
与了丰富的学术报告与交流活
动，例如，他们曾赴复旦大学、上
海交大、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与
青年学子们面对面交流。这也是
顶科论坛首次将获奖者学术交流
活动和前沿讲堂带入更多的高
校、科研院所。

算法能改变人类行为吗？

10月23日，在同济大学嘉定校
区同心楼报告厅，乔恩·克莱因
伯格教授以算法作为当下环境
的创作者和算法作为强大的合
作伙伴两个角度，深入剖析了社
交媒体上的数据如何解释与改
变人们的行为，详细介绍了使用
算法构建用户偏好不一致模型
的方法。

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报告厅，杰瑞
米·内森斯教授则提出这些问
题：人们为什么能看见颜色？为
什么男性比女性更易患色盲
症？他回顾了颜色视觉奥秘的
探索历程。他以自己的DNA测
序结果为例，指出基因重组事件
是人类色觉变异的根源。内森
斯教授还对X染色体失活现象进
行了详细讲解。

两位顶尖科学家寄语同济
师生，在科研工作中要保持好奇
心、自信心，尽情享受科学的乐
趣，经历科学探索的魅力。

“这是追‘星’现场！面对面
听他们讲述科学进步的力量，受
益良多！”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鲁海洋
说，乔恩·克莱因伯格教授的演
讲有形象生动的类比和丰富的
实践案例，揭示了算法不仅仅是
冷冰冰的代码，而且深刻地影响
着我们的行为和选择。“这场讲
座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算法
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作用。”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硕士研究生尹心洋表示，听了
讲座后，更加增强了自己在未来
的研究生涯中继续探索的决心。

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青年教师杜博闻表示，听完
乔恩·克莱因伯格教授的讲座，自
己深受启发。“在研究领域，我们
不仅需要应用人工智能算法到各
类应用场景中去，同时也不能忽
视智能算法的潜在风险。在算法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需要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算法，在利用
算法带来便利的同时，警惕其潜
在风险，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在算法
时代更好地适应和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对科研青年有何建
议？对于上海有何看法？如何
保持对科学的热情？10月25日
下午，2024年顶科协奖“智能科
学或数学奖”获奖者乔恩·克莱
因伯格教授与“生命科学或医学
奖”获奖者杰瑞米·内森斯教授
接受了媒体专访，也对青年人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期待。

对年轻人有何建议？

去找到伙伴共同研究

参加顶科论坛前几天，两位
大奖获得者都走进了沪上高校，
与青年学子有了不少互动，这些
青年学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热
情，有激情的深刻印象，交流的
过程也很愉快。对于青年学生
们，两位获奖者也都给出了诚恳
的建议。

乔恩·克莱因伯格表示，对
于年轻一代，他会告诉他们，随
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都会找到
自己最合适的工作方式。“我很
感谢有很多不断涌现出的问题，
有一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太被重
视，我们的解决方案也过于基
础，所以去找伙伴共同研究，这
是找到解决方案的一种方式。”

杰瑞米·内森斯则表示，如
果年轻人对于科学技术领域感
兴趣，需要进行广泛的阅读、广
泛的思考、广泛的交流。“因为每
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同的，他的知
识体系也都是不同的，都能给世
界做出不同的贡献。比如说你
有了一个创意，不要把它藏起
来，和你的朋友交流一下，问问
你的朋友们怎么看。”他说道，互
相交流可以帮助创意变得更为
成熟，也会更有趣。

如何保持热情？

不断去开展科学探索

杰瑞米·内森斯一直坚持在

实验室里做实验，他说，对于科
学的激情可以让自己保持像孩
子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我想
引用牛顿的一句话，他说他把自
己看作是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
小孩，他想要不断去找到下一块
漂亮的鹅卵石。在真理的大海
中探索，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所
以牛顿对于科学探索保持了终
身的热情。”

不断进行科学探索，是保持
激情的方式之一。杰瑞米·内森
斯举了个例子，一位伟大的外科
大夫在做手术时的完美，没有任
何一步多余的动作，必然是来自
于成百上千的手术所搭建的敦
实基础。这也是他乐于亲力亲
为做实验的原因。他说，自己很
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做工作，就好
比是在拉小提琴，不断地去练
习。

杰瑞米·内森斯表示，科研
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亲自去做
实验，是为了能够去教导学生，
帮到他们。“如果你老是待在办
公室回邮件，那是帮不了学生
的。”

对上海的印象？

是一个高能级的城市

杰瑞米·内森斯教授是第
一次到访中国，他觉得上海是
一个高能级的城市。“我能感觉
到大家都是热情满满，我可以
感觉到空气当中振动的这种能
量。”

乔恩·克莱因伯格教授是第
一次到访上海。他表示，能感受
到上海的青年科学家对科学探
索的热度。他表示，在他自己的
职业发展初始期，得到了很多导
师的帮助。“当我还是学生时，资
深科学家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特别感激。我的建议如果对
大家的科研生涯有所启迪，将不
胜荣幸。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
传递感激之情。”

乔恩·克莱因伯格

杰瑞米·内森斯

科学大咖的舞台不仅在会场内
顶科协大奖获得者会前走入沪上高校，与青年师生面对面交流

全球的顶尖科学家再次汇集滴水湖畔。
10月25日上午，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
临港开幕并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顶科论坛，
科学界“大咖”的舞台还不仅仅局限于会场
内。大奖获得者会前曾走入沪上高校，与青年
师生面对面交流。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两位顶科协大奖获得者会前在同济大学与青年师生交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对科研青年有何建议？
两位大奖获得者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