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
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辑的《胡锦涛文选》第一卷、

第二卷、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20日起在全国发行。

胡锦涛同志是党的十六

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

者。党的十八大强调，科学发

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

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

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

武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

须 长 期 坚 持 的 指 导 思 想 。

2013 年 7月，党中央作出编辑

出版《胡锦涛文选》的重大决

定。《胡锦涛文选》的出版发

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文选》收入了胡

锦 涛 同 志 在 1988 年 6 月 至

2012 年 11 月这段时间内具有

代表性、独创性的重要著作，

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

信件、批示等 242 篇，很大一

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胡

锦涛文选》生动记录了党的十

六大后的 10 年里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依

靠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

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

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

征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的重大

理论成果，全面展示了科学发

展观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

过程，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的最好教材。

《胡锦涛文选》第一卷以

1988 年 6 月 8 日胡锦涛同志

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

态建设试验区》为开卷篇，以

2002 年 9 月 2 日胡锦涛同志

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扎实工作迎

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结束篇，收入了胡锦涛同志的著

作 74篇。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以 2002 年 12月 6日胡锦涛同

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为开卷篇，以 2007 年 10

月 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为结束篇，收入了胡

锦涛同志的著作 82篇。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以 2007 年 12 月 17 日胡锦涛

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

观》为开卷篇，以 2012年 11月 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

斗》为结束篇，收入了胡锦涛同志的著作 86篇。

《胡锦涛文选》内容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

的一系列重大观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

问题，创造性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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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19日，首届未来科学大

奖揭晓，香港中文大学卢煜

明教授和清华大学薛其坤

教授分别获得“生命科学

奖”和“物质科学奖”，捧得

100万美金归。好生疏的奖

名，好丰盈的奖金！万众瞩

目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不过 500 万元人民币，谁出

手如此阔绰，意欲哪般？

扒一扒奖金来源发现，

不同于由一个家族或个人

捐赠的诺贝尔奖、图灵奖、

菲尔兹奖等国际知名奖项，

未来科学大奖合众人之力，

系中国大陆第一个由科学

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

民间科学奖项。再细看捐

赠者，李彦宏、徐小平等朝

阳行业的翘楚赫然在册。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深度认

同科学价值，引领时代潮

流，公共声誉优良，社会贡

献突出。

没有找到诸位捐赠者

设此大奖的初衷表白，但我

想这些终生受惠于改革开

放、崇尚科学年代的人，始

终对科学事业葆有炙热的

感情。他们视科学为未来，

对真正杰出的科技工作者

惺惺相惜，带着一腔情怀。

30 几年来，在亲历并推动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能

够更深切地体会到科技创

新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影

响。拿出钱来，为科学，为

未来，对他们而言，是天经

地义，是理所当然！民间资

源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科学和创新的社会认同，这比

捐款本身的意义要更加深远。

创新从来就不是某个部门、某个群体的事，而

应是全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未来科学大奖的横空

出世，可喜可贺，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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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19日电（记者姜靖）欧盟委员

会日前为“人脑计划”增资 8900万欧元，以用于该项目

“运作阶段”的研发。

据科学家在线报道，“人脑计划”是欧盟委员会信

息和通信技术旗舰计划之一。由 6个信息与通信技术

研究平台组成，旨在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构建系统

生成、分析、整合、模拟数据的研究平台，从而推动人

脑科学研究加速发展。

欧盟委员会曾在《人脑计划报告》中指出，当前

脑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数据片段化，因此迫切需要通

过信息与通讯技术来整合数据，将此前分散的研究

进行融合，为深入了解大脑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

提供全新的视角，并为科学家提供新的研究服务平

台。人脑计划将于 2030 年通过合作首次模拟人脑，

虽然它不可能完整复制人脑的每一个细节，但能为

世界范围内科学和临床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人脑数据

和知识框架。

据了解，欧盟人脑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3月的“快速启动”阶段，2016年

4 月至 2018 年 8 月的“运作阶段”，以及最后 3 年的“稳

定阶段”。在已经结束的快速启动期内，人脑计划如

期完成了 6 个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平台的搭建工作，

使各国科学家能够对大脑研究数据进行共享、编译和

模拟，并取得了多项成果。其中包括鼠脑感官知觉和

运动指令皮层微电路的数字化；在法国巴黎成立欧洲

理论神经科学研究所；建成基于网络的人脑计划合作

实验室；神经形态计算系统研究取得新进展等，这使

得欧盟委员会同意继续投资。

另据了解，该计划有百余所欧洲院校和研究中心

参与，项目为期 10 年，欧盟委员会和参与国将提供近

12亿欧元经费。

一波三折之后，欧盟人脑计划还是继续向前推进

了。欧洲科学界设想，在计划的最终阶段，能设计出

模拟人脑运作原理的超级计算机。人类大脑是进化

史上的杰作，但时至今日，它还是人类认知的“黑

洞”。有科学家认为，研究人脑的神经科学是“人类科

学最后的前沿”。其实，在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

中，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也

已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

新和工程项目。在这“最

后的前沿”，战场上可谓硝

烟 弥 漫 。 谁 将 成 为 下 个

“执牛耳”者？

欧盟增资8900万欧元用于人脑计划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9日电 （记者张梦
然）量子隐形传态指将编码在光子中的量子

信息从一个地点远程传输到另一个地点。

19日在线发表于英国《自然·光子学》杂志上

的两篇论文，报告了中国合肥市和加拿大卡

尔加里市通过数千米光纤网络的量子隐形

传态实验。这两项独立研究表明，通过城市

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这为未来城市范围的量子技术和通讯网络，

比如量子互联网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光纤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有望大大

提高互联网连接的安全性和强度。然而，利用光

纤网络进行长距离量子隐形传态需要独立的光

源，这带来了技术上的挑战：在通过数公里长、铺

设在变化环境中的光纤后，来自一个光源的光束

需要做到和另一个光源的光束没有区别。

为了克服这一挑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两支研究团队，分别为隐

形传态实验设计了数个反馈和同步机制。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强、潘建伟及同事在中国

合肥市开展了实地验证，他们使用了电信波长

（即在现有电信网络中使用的波长）的光束，将

信号光在光纤中损失强度的速率降到最低。

而卡尔加里大学的沃夫冈·缇泰尔及同事，则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展开了实验，他们使用了

电信波长和795纳米波长的光子，后者让他们

的实验速度更快，但保真度降低了。

在与这两篇论文相应的新闻与评论文

章中，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的研究人员认

为，以上两项实验清晰地表明，通过城市距

离的量子隐形传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毫

无疑问，未来许多有趣的量子信息实验将会

建立在这两项实验的基础之上。

中加两项独立实验证明：

城市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技术上可行

9月 19日，北京，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现场。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拆开了装有“物质科学奖”

得主名字的信封。他看了一眼，把信封递给了站在他

旁边的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吴鹰，说：“你来念。”

攥在两位企业家手里的，是个他们可能并不熟悉

的名字，但这位科学家所获的 100 万美元奖金，由包括

徐小平、吴鹰在内的 4位企业家共同捐赠。

“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直到这一刻才知道名字。”

作为“金主”，他们只负责出钱，当然，也享有将名字公

布出来的荣耀。吴鹰念道：“获奖者是薛其坤。”

至此，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两个最大悬念已经揭

晓。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和清华大学的薛其坤，分

别摘得“生命科学奖”和“物质科学奖”。

但关于奖项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作为中国

大陆首个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奖项，

未来科学大奖的目标，是成为在世界领域内具有影响

力的科学大奖。

“我们9个人赌上了自己的声誉”

名单公布后，未来科学大奖监督委员会主席高西

庆在现场与获奖者进行了“连线”。

两位科学家的反应如出一辙——“好突然”“很感

谢”。卢煜明用英文说，感谢委员会对他所做工作的肯

定，希望奖项能够激发年轻一代的热情，吸引更多人进

入到相关领域。

薛其坤也对这一来自民间的认可表示“很激动”。

他甚至在电话里来了一个晚辈式的表态——“我一定

好好努力！”引起全场笑声。

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年，由未来论坛发起，旨

在奖励为大中华区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不限国籍）。

它的含金量有多高？高西庆说，他们制定了严密规则

来保证奖项的公信力，至少让评奖过程符合“程序正义”。

未来科学大奖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下辖监督与执

行机构，评奖机制与诺贝尔奖、图灵奖等世界著名科学

奖项接轨，由 9 位华人科学家组成科学委员会专业评

审，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评审过程独立进行，各方对

评选结果均不能施加任何影响。

19 日上午，科学委员会进行了最后一轮评审会议

和投票，选出了最终的大奖得主。

“我们 9 位的名字，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是把

自己的声誉押了上去。”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轮值

主席、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丁洪说，整个评奖过程持续

七八个月，他们力求选出“工作具有突破性和长远意

义，能代表世界和中国最高水平”的获奖者。

丁洪介绍，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奖，分为提名、初选、外部

专家评审、复选和投票5个环节。提名实行邀约制，提名人

涵盖了海内外华裔科学家，如海外知名大学斯坦福、伯克

利、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相关学科的教授，以及港澳台和

中国大陆在科学领域有成就、有想法的众多科学家。同

时，提名人还包括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所及各

院校科系的系主任、院长等负责人。 （下转第三版）

中国大陆首个由科学家、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民间奖项——

未来科学大奖揭晓，200万美金能否撬动未来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谢 宏

9月18日，第十五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赢得107枚金牌、81枚银牌、51枚铜牌，打破51
项世界纪录，连续4届残奥会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上图 9月17日，中国选手刘文君（中）、李英杰（左）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轮椅竞速女子800米 T54级决赛中。
最终，刘文君以1分45秒02的成绩获得亚军，李英杰以1分45秒23的成绩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李钢摄

左下图 第十五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中国国旗入场。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右下图 9月7日，残疾人舞蹈演员珀迪与机器人在里约残奥会开幕式上共舞。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第十五届残奥会闭幕第十五届残奥会闭幕

滇池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昆明的“母亲
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遭到严重污染，通过20
年不懈努力，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年来污染持
续减轻，水质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

图为一些渔民在滇池上打鱼（9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目前我国无人机行业迅猛发展，但是监管方面面

临着重大的挑战。我国在产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没

有具体的经验借鉴，亟须出台相应的法规进行有效管

理。”中国航空学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委会总干

事、国家空管法规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浩在 19 日第

六届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以下简称

“UAS2016”）上呼吁，中国应加快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管理的法规和标准“落地”。

刘浩在大会上介绍，中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法

规的出台不仅需要各主管部门的协作，还需要产业界

的积极参与。“法规和标准目前亟须产业界提供数据支

持，事故调查和事故征候对我们制定规则意义重大，为

了未来的使用安全，我们强烈呼吁产业界也加入进

来。”刘浩说。

今年 7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对原《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进行了修

订，正式下发《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但是对于

总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管理规定由于涉及到多部门

和复杂情况，一直未能出台。

在 UAS2016会议之际，科技部、工信部、民航局、国

家空管委等部门出席，相关负责人从各自管理角度对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监管和安全问题作出重要解读。

中国民用航空局适航审定司适航检查处处长李博

在 UAS2016 大会上介绍，今年 2 月 22 日我国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部际联席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各监管机构

应承担的职责，明确常设办事机构为国家空管委办公

室，希望部际联席机制可以服务产业界和学术界，推动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管理的立法。目前民航局参考有

人航空器管理规定以及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分类大

致提出四点管理建议：首先建设试点单位，结合试点单

位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再调整法规的制定；其次，建立无

人驾驶航空器的国籍管理系统和适航检查系统；此外，

完善具体的管理规定和管理程序； （下转第三版）

无人机管理法规何时“落地”？
本报记者 王 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