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许多科
技界人士和创新领域的专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科
技经济两张皮”（以下简称“两张皮”）仍然是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
近 30年，如今我国的发展阶段、创新能力、科技体制等
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必要重新审视“两张皮”
问题，从理论上澄清认识，从实践中探寻解决办法。

问题在于“技术与经济两张
皮”而非“科学与经济两张皮”

笼统地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事实上混淆了
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自

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技术开发的目的则在于解决人
类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技术开发必须要
和经济活动紧密结合，才能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经
济增长质量。从比较短的历史时段来看，科学与经
济的“两张皮”是正常现象，基础研究的探索本来就
具有前瞻性；但是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基础研
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是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并决定着国家的
可持续创新能力。

因此，“两张皮”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技术与经济两
张皮”，而不是“科学与经济两张皮”。我们出于国家长
期发展需要，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但是并不意味着
要求每一项科学研究都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不符合科
学研究的客观规律。

“两张皮”的内涵已经发生了
很大变化
“两张皮”的提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背景就是计

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单位和
生产单位属于两个不同体系，各自接受政府指令完成
自己的任务，不需要互相结合。

为了解决“两张皮”，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
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是将科研
机构和人员推向社会和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先是
鼓励科研人员、科研院所和高校办企业，后来又将一大批
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应该说总体上这一思
路是成功的，在这一轮改革中,“技术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下转第四版）

重新审视“两张皮”问题
田杰棠

6 月 13 日下午，北京风和日丽。2011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法国先天性免疫领域著名科学家

朱尔斯·霍夫曼教授要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做一场生动

的主题讲座，大厅座无虚席。

这位免疫学和癌症治疗领域的杰出先驱，科学界

盛赞其成就是“提供了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基本理解，对

于借助疫苗探索癌症疗法至关重要”。而出人意料的

是，他研究的立脚点是从果蝇开始，那么，小小的昆虫

与复杂的人类免疫学这个目前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有什

么紧密关系呢？带着问题，科技日报记者见缝插针地

对霍夫曼做了专访。

因父亲结缘昆虫世界

“17 岁那年，以‘卢森堡水生异翅目昆虫’为题，我

在卢森堡《大公科学研究院档案》（音译）上发表了文

章，当时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最年轻的论文发表者。”

现今 73岁的霍夫曼回忆起他最初的科研道路。

他说：“当然，这要得益于父亲的指导，他是位昆虫

专家，常常在钓鱼时让年幼的我在湖边捉些小虫子做

鱼饵，也正是在他的启蒙下，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昆虫的

知识，从而对它们的世界滋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深聊昆虫，霍夫曼不由嘴角上扬，大大的眼睛里闪烁

着“湖光山色”。他说，昆虫在大自然中是不容忽视的角

色。全世界80%的动物物种可以归于昆虫类；人类农业1/3

的收成被昆虫吃掉；世界1/3人口也受到由昆虫传染的各

种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危害。而我从小就注意到，这

80%的动物能够完美地抵抗各种感染、病毒，但当时人们

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所以我想探究原因。

后来，当得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个专门研究

昆虫的研究所，霍夫曼便奔赴那里求学，于是开始了对

昆虫免疫系统毕生的研究生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霍夫曼就昆虫抗微生物防御

机制撰写博士论文，提出由于明确地观察到昆虫具有

抵御感染的能力，并在研究透彻之后，可对此能力加以

利用。

是好奇心让我如此坚定

昆虫到底有没有免疫力？如今这个问题毋庸商

榷，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很多研究机构认为是没有

的。而当时霍夫曼要以昆虫作为研究免疫系统的路

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周遭的质疑。

霍夫曼说：“1978 年，我所在的斯特拉堡大学负责

实验室的主任卸任，于是有人提出没有必要再保留研

究昆虫的实验室，因此校方有些犹豫，再加上有些研究

机构认为这样的研究毫无意义，至多可以配合一下杀

虫剂的研发。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要做很多的解释

工作。”

由于当时人们的知识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未

来的发展方向认识不充足，霍夫曼惟有迅速投入研究，

用成果说话。 （下转第三版）

从研究小小果蝇到解析人类免疫学
——访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朱尔斯·霍夫曼教授

本报记者 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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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国务院《关于改进和

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

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1 号）（以下简称

11 号文）几经反复研究终

于落地,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光谦在接受科技日报采

访时表示，“我最关心的是

科研经费的分配要按照科

研的需求，保证科研能进

行，而不是把科研人员看

成犯罪分子来监管。11号

文比预期的还要走得远，

科研经费配置更合理”。

王 光 谦 认 为,11 号 文

中的 14条规范项目预算编

制,和 17 条完善间接费用

和管理费用管理以及监督

管理中提到的信息公开和

透明,是符合科研规律并和

国际接轨的。

“ 没 有 规
定比例，这样
更科学”

在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美国一位导师拿到了

一个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聘请王光谦的同

学出国做助理，每月 2000

美元。“每天虽然干十几个

小时，但是这就够养家糊

口了,同学也乐于去做这样

的科研工作”。

“但我们拿到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聘请的学

生一个月的费用不可能超

过 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

们期望的是科研经费要多

放在人工上。”王光谦说,征

求意见稿的时候，他最关

心的就是 14条。

“我当时提出劳务费

也 不 好 ，应 该 改 为 人 工

费。现在这样好，没规定

比 例 ，就 是 按 预 算 值 ，比

如 文 科 的 一 些 研 究 不 需

要 太 多 设 备 ，主 要 是 人 ，

那 就 用 到 人 头 上 。 搞 生

物科学的人，项目里面很

大一部分要进口试剂，人

工 费 高 了 挤 占 得 别 的 就

没有了。”他说,如果按一

个 科 研 项 目 本 身 的 科 研

要求，最重要的科研经费

支 持 的 应 该 是 人,因 为 科

研 成 果 都 是 靠 科 研 人 员

来产出的,原来规定的比例低了。

王光谦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人工的部分，原

来有 10%，现在提高到 15%。“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不能

拿，可以给你聘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这一点大大超

出我的预期，这是合理的。我们期望的是能拿出 30%—

50%，现在我们看到第十四条，劳务费没有规定比例，就

是根据合理的预算,这样更科学。”

间接费应统一进项目承担单位总账

王光谦说,过去很多学校，科研经费到账后学校扣

15%，剩下的项目负责人可以都随便提取，十年前甚至

可以直接提现金,还有一些以发票提取，所以有很多教

授到处去找发票。

“如果是这样，那价值导向就错了，给你科研经

费是支撑出成果的，而不是演变成赚钱的东西，这

块应该堵死。”王光谦表示,11 号文中提出的间接费

用的方法是对的，直接给单位，单位在聘人的时候

直接支付工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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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斯·霍夫曼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作主题讲
座。 本报记者 华凌摄

活性米？

是的。如果你觉得精米口感虽好却缺少营养，

糙米营养丰富却口感很差，你可以选择活性米。

湖北安陆永祥粮机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文飞指着

一尘不染的车间里一套全新的设备告诉记者，由他

们和武汉轻工大学刘启觉教授联合研发的全国首条

日产 120 吨活性米生产线已经完成，正在等待湖北省

科技厅的鉴定验收。他满面笑容地说：“你很快就可

以吃到活性米了。”

活性米的效益

武汉轻工大学刘启觉教授主持完成的“粮食保

质干燥与储运减损增效技术开发”项目荣获 2009 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几年，他携手王继焕教授

带领科研团队与永祥合作的“稻谷减损增效智能加

工装备与关键技术”横向课题，获得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开发新产品 20 余个，项目成果

于 2013 年通过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

刘启觉说，所谓活性米，与普通商品大米的最大

区别在于保留了谷粒的“活性”部分——胚芽。也正

因为要留住胚芽，活性米加工工艺的特殊性对适用

加工机械提出了高要求。

他介绍，这成套设备和以前比较先进的设备相

比，实现了总出米率提高 6%、碎米率减少 50%、整米

率增加 20%以上的总体目标。

刘启觉说，稻谷胚芽是大米的黄金部分，是大米

最具有营养的地方，含有大量的维 C、维 E、优质蛋白

质以及钙、锌、锰、钾等微量元素，对以大米为主食的

公众具有重要的营养意义。而胚芽约占谷粒重量的

3%—5%，稻米加工的出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大

约相当于全国增加水稻种植面积 100 万亩左右。

粮机之都的技术后院

安陆市是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授予的全国唯

一的“粮机之都”,“粮机之都”的主要技术支持，就是

武汉轻工大学。 （下转第三版）

粮机之都的技术后院
——武汉轻工大学与安陆粮机企业产学研合作纪实

刘曙甲 刘敬之 余 艺

6月15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整理落马桥窑遗址出土瓷器残片，这次考古发掘清理出一批
重要的遗迹。 新华社记者 章武摄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张舵 刘
予婧）中国科学院日前在京召开《罗布泊

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的

项目启动会，为我国目前综合性与系统

性最强的一次罗布泊科考活动揭幕。

此次科考项目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进

行三次大规模野外科学调查，首次同时涵

盖罗布泊地区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为进一

步解读楼兰文明的消亡原因与罗布泊生态

环境的演变收集更翔实的实物证据。

罗布泊地区曾孕育小河与楼兰文

明，楼兰遗迹于十九世纪末被外国探险

家首次发现。其后中外科学家对罗布泊

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次科学调查，中科

院也曾于上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及最近

几年多次组织考察。

此次科考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秦小光表示，虽然此前

有过多次科考活动，但受技术资金与自然

环境的限制，大多时间短、考察内容单一，

尤其缺乏同时涵盖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大

型综合性科学考察。

秦小光说，此项目是在科技部科技基

础性专项支持下开展的重点科考项目，计

划组织多学科研究队伍，对罗布泊地区古

湖泊、古河网、雅丹风蚀地貌等自然遗产，

以及楼兰古国的农田农作物、灌渠和防洪

水利设施、水陆交通、村落城池等一系列从

未被关注过的社会基础设施遗迹等开展系

统调查，相信会有重大突破。

据了解，此次科考项目以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为牵头单位，

考察队总人数近 50人。

参与本次科考项目的中科院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邵芸表示，罗布泊

水域对楼兰古国的兴盛曾起着关键作用，

而水域为何消亡、消亡的过程、消亡前有

怎样的生态作用，都非常值得探讨。在中

央提出“美丽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

构想的今天，研究罗布泊环境变迁与楼兰

文明兴衰的关系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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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雁栖湖畔2014APEC会议主体建筑“日出东方”酒店装修工程接近尾声。 CFP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肾脏疾病是

全球一个重大且悬而未决的健康难题，肾

病发展的不可逆性一直困扰着患者、医生

和研究人员。温州医科大学研究人员通

过异体肾脏去细胞生物支架，成功诱导部

分肾切除大鼠模型肾脏再生。相关研究

成果《去细胞支架诱导肾脏再生》，近日发

表在生物材料领域国际顶尖期刊《Bioma-

terials》上。

据统计，我国肾病患者高达 1.2 亿人。

国际相关研究领域曾普遍认为，除斑马鱼

外的脊椎动物，无法实现体内肾脏再生。

大鼠部分肾切除模型仅在切除残端可检测

到肾小管微弱的修复性再生，无法检测到

肾小球再生，功能则为永久性丧失。肾再

生领域研究者无不把实现肾小球的再生乃

至功能的恢复，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

而温州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在前期成功

制备肾脏去细胞生物支架的基础上，将大

鼠肾脏细胞完全去除，仅保留肾脏三维细

胞外基质结构，把无细胞的生物支架移植

到部分肾切除的大鼠肾脏上，大鼠残余肾

脏就可再生。术后大体及 B 超观察到实验

肾脏形态出现增长，放射性核素检测到实

验肾脏的肾小球滤过率在术后逐渐升高，

并通过免疫学方法检测到实验肾脏内出现

大量前体细胞并呈规律性分布。

温州医科大学生物支架移植与免疫研

究所执行所长梅劲副教授表示，该研究成

果受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标志

着温州医科大学的去细胞生物支架研究团

队在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未来

将为肾病患者的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开辟

一条重要道路。

生物支架技术让肾脏有望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