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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政进行时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近 日 ，中 南 大 学 校 长 透 露 教 育 部 将 取 消“211”

“985”工程建设。这一消息后虽被教育部否认，但引发

了全社会对“211”“985”工程的再次关注。

已经走过了近 20 年历史的“211”“985”工程，虽然

在促进中国高校水平、能力提升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由于“211”“985”在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拨款、学生就业

方面的“含金量”越来越大，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未来走

向值得关注。

“211”“985”成为高校“贫富
分水岭”

事实上，旨在为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而设的

“211”“985”工程，是在近 20 年前以行政计划手段配置

教育资源的结果。

“211 工程”、“985 工程”分别是国家在上个世纪

末先后提出的高校重点建设工程，前者是指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

科 ，目 前 总 共 有 112 所 高 校 进 入“211”；后 者 是 在

“211”范围内进一步甄选世界一流大学，仅有 39 所高

校“上榜”“985”。

事实上，两个工程不仅给高校划出了“三六九等”，

更决定了大学的“贫富”——它的背后就是教育经费拨

款。高校对“211”“985”的角逐，说白了就是对专项经

费的争夺，这笔可观的经费既有国家拨款又是省级配

套，入围与否对高校的发展是天壤之别。

这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占高校科研经费的比重中

可见一斑。2013 年，作为“211”“985”序列的清华大学

科研总经费最多，为 39.31亿元，财政拨款为 27.75亿元，

占了 70.6％，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

南石油大学，4.6 亿元中仅有 26.1％为财政拨款，约 1.2

亿元，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 23倍多。

然而，各高校对“211”“985”的争夺却天然不在“同

一起跑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广东就业率最高的高校之

一，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在不少“211”高校之上，但却不

是一所“211”高校。 （下转第三版）

科研拨款冰与火 圈里圈外两重天

“211”“985”高校桂冠含金几何？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袁汝婷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传统的手段不好用

了，全社会对于科技创新更为倚重。作为区域科技管

理部门，如何用新思路来撬动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提

供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近日，记者随贵州省科技厅厅长陈坚到铜仁市企

业、园区调研，针对有些部门和企业按常规思路争项目

要资金的做法，就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进行的系列部

署，以贵州省在新常态下科技工作新思路为题，采访了

陈坚。

让权力彻底在阳光下运行，
提升服务质量
“新常态下的科技工作天地更为广阔，但必须切实

转换观念、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创新突破。贵州将着重

从导向、效率、削权、服务四个方面着手寻求突破。”陈

坚说，贵州近年来重点针对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

计划碎片化、科研项目取向聚焦不够、科技投入效率不

高等问题，正着力从市场化配置资源导向、提升科技投

入效率、简政削权、以信息化手段提升服务能力四个方

面进行探索实践。

今年 9月 17日，贵州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的科技创

新资源服务平台正式启用，首批19家科技型小巨人企业

和70家科技型小巨人成长企业，通过后台软件系统迅速

自动遴选生成。与以往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批完全不

同，这次申报管理全程通过网络化评价、遴选和认定。他

们首先科学制定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相应资助标准，开

发出科技型企业软件评价系统，按照不同领域设定标杆

值，由系统自动筛选出达到标准的科技企业，按照总量控

制、择优扶持原则对系统遴选出的企业给予后补助支

持。同时还建立了评价监测系统，对备案的科技型企业

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企业可根

据要求，在线进行科技型企业备案申报，对已备案的科技

型企业，系统将自动生成电子证书。 （下转第三版）

新常态下，科技管理如何激活区域创新一池春水？
—贵州省科技厅厅长陈坚谈科技工作新思路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不远未来的地球，沙尘暴肆虐，生命遭到威胁，文

明面临生死存亡，人类不得不迁徙……一切问题的解

被指向浩瀚的宇宙。本月 12 日，“烧脑”大片《星际穿

越》在中国上映，一路票房飙红，口碑爆表，并引发影迷

“恶补”物理课本的热潮。

与此前同样由诺兰执导的《盗梦空间》相比，《星际穿

越》并没有沿袭上一部电影的爆棚想象力，而是专门聘请

来霍金的好友、天体物理学领域权威——基普·S·索恩

（Kip Stephen Thorne）作为编剧之一兼科学指导，这也着

实让太空科幻迷们有了讨论不完的科学话题……

时空扭曲 1小时可以抵7年？

电影中，飞行员库珀和女科学家布兰德降落在绕

着黑洞转的星球上，星球上的 1 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 7

年。“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解释，因为黑洞的引力场

很强，会导致时空弯曲，时空被‘拉’得非常长，就好像

时间被‘稀释’了一样。”果壳网“科学人”主笔虞骏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国神话中有“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说法，如果

按照这部电影所诠释的那样，神话真的可能成为现

实？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宇宙暗物质暗能

量团组首席科学家陈学雷认为，电影中的这一设定的

确有它的理论依据。“除了引力场造成时间变缓或者说

‘稀释’外，依照狭义相对论，物体运动时质量会随着物

体运动速度增大而增加，同时，空间和时间也会随着物

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发生尺缩效应和钟慢效应，

影片中飞船飞往黑洞附近快速转动的行星的过程中可

能也有一点影响。”陈学雷说，“不过电影中 1 小时抵 7

年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虽然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但能

否真正找到这样的星球尚不知晓。”

穿越黑洞 能否与死神擦肩
而过？
“黑洞是由大质量的恒星在引力塌缩后形成，科学

家们认为由于重力的强劲拉力，坍塌的恒星中的所有

物质都被压缩成一个极小的点，这个点就是电影中提

到的‘奇点’。”陈学雷说，“奇点的质量和密度惊人的

大，你离这个高密度的点越近，引力对你的拉力就越

大，当近到一个叫做‘事件视界’的临近点时，过了这个

界限哪怕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东西——光，也逃不掉

奇点的引力。” （下转第三版）
左图《星际穿越》电影海报截图。 CFP

《星际穿越》穿越了哪些“烧脑”科学？
本报记者 刘晓莹

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四风”整治、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指导意见》

主要内容如下。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巩

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

风 建 设 、全 面 推 进 从 严 治 党 作 出 战 略 部

署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 现 就 深 化“ 四 风 ”整

治、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提出如

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巩固和
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
重要意义
1.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各级党组

织必须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牢固树立持续整改、长期整改的思

想，切实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

常、抓细、抓长，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

心和毅力，持续努力、久久为功，推进集中反

“四风”改作风转为经常性的作风建设，形成

作风建设新常态。

2.始终保持反“四风”高压态势。要清

醒地看到，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效还是初

步的，基础还不稳固。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指导意见》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毛宇 贾婧）“中科院承担的

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在部分

地区呈现出集群化态势。”中国科

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相关负

责人在18日科技日报举办的第八

期科技新闻大讲堂上表示，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化在国际上是

一个新态势，这一态势同样体现在

我国的上海、合肥、北京等地区。

“在一些发达国家，随着重大

设施布局扩大，一个区域甚至一

个单位出现了体量庞大的设施集

群。”该负责人说，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强大的科技集聚能力，带来

了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以重大

设施为依托，凝聚体量庞大、有组

织、分工协作的科研团队，开展综

合交叉的科研活动，变革了原有

的科研范式，推动了科学技术的

发展。同时，围绕设施集群不断

产生的大量科研成果辐射和带动

了地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极大地增强了这些地区乃至国家

的竞争能力。

据悉，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

实验室集中了同步光源、成像设

施、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自由

电子激光 4 个重大设施，而法国

格勒诺布尔集中了同步光源、强

磁场、中子反应堆等设施，均已

成为国际著名的大型综合研究

基地，格勒诺布尔还被誉为欧洲

的“硅谷”。

“集群化将产生区域效应，进

而形成辐射效应。”该负责人表

示，这样的良好效应使得国际上

对重大设施的投资规模愈发庞

大，研究技术愈发复杂，国际合作愈发明显。

中科院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主要承担单

位，在国内重大基础设施分布中，仅北京地区就有正负

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遥感飞机、航空遥感系

统和子午工程等装置，集群化态势十分明显。此外，上

海光源、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蛋白质科学研究设

施集中在上海，超导托卡马克、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强

磁场实验装置集中在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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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澳大利亚霍
巴特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王江）18 日，正在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

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陪同下参观南极科考项目

并慰问两国科考人员。

霍巴特是澳大利亚南

极科考母港。海风拂面，碧

波荡漾。“雪龙”号科考船在

执行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

任务途中，在霍巴特港停靠

补给。

习近平和阿博特来到

霍巴特港区，参观了澳大利

亚南极科考展览，并通过视

频连线同中澳南极科考站

工作人员通话。中国中山

南极科考站、澳大利亚戴维

斯南极科考站负责人分别

汇报工作。

习近平向两国科考人

员表示慰问。习近平指出，

南极科学考察意义重大，是

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中

国开展南极科考为人类和

平利用南极作出了贡献，30

年来，中澳两国科考人员开

展了全面深入合作。中方

愿意继续同澳方及国际社

会一道，更好认识南极、保

护南极、利用南极。

阿博特向两国科考人

员表达问候，他表示，南极

科考对人类意义重大，希望

两国科研人员加强合作。

习近平和阿博特共同

见证了中澳南极合作谅解

备忘录的签署。

随后，习近平前往码头，

登上中国“雪龙”号科考船，

参观了中国极地考察 30 周

年图片展。一张张图片讲述

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奋斗历程

和光辉成就。30年来，中国

极地工作者先后在南极建立

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

山站营地，成功组织 30次南

极科考，取得许多重大成

果。展出的一张照片是1985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国

首次南极考察立功受奖人员

时的合影。当时获奖的汪海

浪如今是“雪龙”号副领队，

吴林是水手长。习近平同他

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再立

新功。

习近平来到生物实验

室，详细询问大家工作和生

活情况。期待他们圆满完成任务。

习近平离开“雪龙”号时，船员和科考人员聚

集在甲板上列队欢送。习近平向大家挥手告别，

祝他们一切顺利、胜利凯旋。

彭丽媛、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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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来自南非的一组

研究团队近日成功地在量子计算机上运行了西蒙

算法（Simon’s algorithm），且这一算法在量子计算

机上的运行表现比电子计算机表现得更好。相关

论文刊登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量 子 计 算 机 是 一 种 基 于 量 子 力 学 的 计 算 设

备，用来存储数据的对象是量子比特而非经典计

算机的电子比特。科学界普遍认为，由于量子计

算机能够利用量子纠缠和叠加等独特的量子物理

属性，在运行某些特定算法时，它会比现有计算机

更为快速和高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办法在量子计算机上运行这些量子算法来检验这

一理论。

西蒙算法便是适用于量子计算机算法中的一

种，它由丹尼尔·西蒙 20 年前提出，认为这种算法

能够挖掘量子计算机的加速潜力。西蒙算法的目

的，是为了解决量子黑箱问题，即将执行计算任务

的一段程序或者一个公式看作黑箱，看黑箱是否

对每一个可能的输入给出一个唯一的输出。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18 日（北京时间）报

道，研究团队在一台量子计算机上运行了该算法

的最简单版本，仅仅用了六个量子比特，量子计

算机完成这一任务仅用了两次迭代，而普通计算

机得用三次。这种区别似乎不算什么，但人们相

信，如果增加更多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和普通

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差别就会拉大，这也意味着，

量 子 计 算 机 能 更 快 、更 高 效 地 解 决 此 类 算 法 问

题。不过，还是要泼一盆冷水，到目前为止，能够

运行西蒙算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该实验的唯

一 目 的 是 证 明 量 子 计 算 机 在 一 种 算 法 上 能 够 做

得更好。

不过，也别太灰心，证明了类似算法在量子计

算机上运行得更快，科研人员或可以期待，像肖尔

算法（可被用来进行大数质因数分解，这是加密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量子算法在量子计算

机上同样能“跑”得更快。

万 事 开 头 难 。 我 们 现 在 用 量 子 计 算 机 尝 试

“1+1”的小儿科，是期望有一天它能执行“消尔”

算法，解开一切密码。量子计算机跟可控核聚变

一样，属于概念上好理解，也有一点小小进展，但要

实用就难上加难的科研项目。还好，量子计算机研

究的门槛不像核聚变那么高，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

可 投 身 其 中 。

如今还说不来，

它 究 竟 是 镜 花

水月，还是会像

手 机 那 样 迅 速

普 及 ？ 十 年 后

再看吧。

西蒙算法在量子计算机上“跑”得更快

11月16日，一名工作人员展示由知名设计师打造的手表造型的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在深圳举行的高交会顺应此潮流设置了智能可穿戴专区，数十家公司展出手表、手环、项链
等造型的智能穿戴设备。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