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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在 2018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

式结束当晚，记者见到了获奖者之一、来自

泰国的关国兴。他有着典型的东南亚人肤

色，面对来访记者，有些拘谨。

1969 年，关国兴生于泰国曼谷。祖籍

广东，族姓“关”。爷爷当年离开中国时，国

家尚贫弱，怀着对国家兴旺的憧憬，给唯一

的孙子取名“国兴”。高中时，关国兴自学

中文，每天坚持 2至 3小时。

1996 年，关国兴作为泰国导游第一次

来到中国，抵达九寨沟。“那时泰国人境外

游都选择欧洲等地，到中国也是去北京、上

海或广州等沿海城市，没人愿意带团到西

部地区。”

当时的九寨沟，交通十分不便，旅游团

从 成 都 开 车 花 了 16 个 小 时 才 到 达 目 的

地。设施不完备，不注重卫生，“食物便宜，

种类少，包装随意，给人一种很土的感觉。”

关国兴笑称，“第一次来，觉得跟泰国一些

地方不能比。”

但九寨沟之行，注定了关国兴与中

国的不解之缘，也让他成为中国巨变的

见证者。

“我被中国迷住了。”关国兴走遍中国

18 个省（市、区），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都感

觉对中国所知甚少，“中国之美和历史文化

之迷人，我想让所有在泰国的人知道。”

21世纪初，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西部对外开放带来历史性机遇。考虑到

地缘因素，加之蜀文明与泰文化相近，关国

兴开始思考如何促进泰国和四川的长期合

作。他想在四川培养一批泰语人才，让这

些人成为中国和泰国友好往来的桥梁。

2004 年起，他到四川几所大学推介这

个想法，但没有高校对开设泰语培训班感

兴趣，更别提开设泰语专业。一年后，中泰

经贸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清迈举办，时任

中国副总理吴仪在会议中特别提到中泰旅

游。在会议现场的关国兴，更加坚定了要

推动中泰特别是川泰之间实质性合作的想

法，同时把川泰合作的起点定位在成都和

清迈的友好交往上。

开设泰语专业的事在 2006 年迎来转

机，关国兴与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达成合

作，一边开泰语培训班，一边做泰语专业课

程计划。2008 年，成都大学成为四川省首

所开设泰语专业的高校。

汉语像“脐带”，引着关国兴回到故

里。在泰国各种公开场合，他经常讲中国

西部特别是四川的经济发展，也乐于谈论

三国历史。泰国首席贸易代表欧兰·柴帕

瓦 给 他 取 外 号“Mr. Chengdu”（成 都 先

生）。

成都首开泰语培训班，至今已 12 年。

关国兴说，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

入，中泰两地人民不断相互了解。蜀文明

灿烂，西部大地兴旺，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

被泰国人熟知。泰国人愿意到中国旅游，

政府也大力支持两国贸易发展。“西部大开

发和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让两国联系更

加紧密。”

“泰国的汉语学习热还在持续升温。

接下来我的重点工作是在泰国推广中医。”

4年前，70多岁的母亲病危，关国兴奔回泰

国，带妈妈去找当地中医做针灸。关国兴

称，母亲接受中医治疗后恢复健康，“现在

可以走路，像往常一样去菜市场”。

关国兴被触动，希望更多泰国患者能

通过中医缓解病痛。2014 年，经由泰国那

黎宣大学特聘医学专家华人陈泰赞牵线，

关国兴联系上那黎宣大学医学院院长，二

人一拍即合，着手策划项目方案。

4 年努力没有白费，现在就等那黎宣

大学医学院扩建的大楼落成。关国兴很开

心：“其中有一层专门划给中医，政府审批

后就会成立中医系。”而且已选好两个分院

地址，届时将作为推广中医的试点。

与中医打交道好几年，关国兴有了自

己的理解。他强调，中医要跟西医现代技

术相融合，做到信息公开，注重国际化。“要

把中医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不然外国

人看不懂。”他们的中医项目招生时就要求

学生有西医基础，同时要懂汉语。

“有些事是我们的梦想，不能等。”关国

兴表现出一种对时间的紧迫感，他害怕“老

了后做不动”，项目的“灵魂人物”陈泰赞也

已经 70多岁。他们很着急，希望有中国方

面的医院参与进来，一起推动这个项目。

距离第一次来中国已经 22 年，关国兴

感慨中国变化：城市繁华，科技发展迅速，

经济日益发达，人们打扮时髦，路上车辆的

喇叭声变少，国际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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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下午，在 2018 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大会开幕前夕，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不少专

家几乎是刚刚放下行李，就聚在一起开了个

小型闭门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

人工智能弱势分析。

“寒暄的话少说，主要讲讲人工智能发展

的远虑或近忧；看跟全球比，中国人工智能差

在哪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是

会议主持，开门见山。

“我觉得人工智能火得有点不正常。”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

事长韩力群说。人们从不同领域纷纷涌入

人工智能，但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看，

它定有起落和波折。当热潮退去，这些进入

人工智能领域的淘金者，“可能跑得比谁都

快”。《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要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如果投机者众多，靠谁去

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

多位与会专家都坦言，目前人工智能领

域的关键技术、基础算法，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提出的。

“说实话，如果人工智能要成为一个学科

的话，应该有它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蒋昌俊说，“大多数人都是

跟着任务走，做‘快餐式’研究。”

说白了，就是跟风。

风还刮得很猛。中国科学家在各类计算

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很多

论文。不过，一个人如果只会看和听，很难说

他有智能。但现在，“怎么看”和“怎么听”似

乎就已经是智能的全部。“跟风做，可以上很

多项目，发很多论文。”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乔

俊飞说。只有强化基础研究，才能知道我们

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在应用方面，也并不都是一片坦途。

乔俊飞补充说，真正做人工智能做得

好的，大部分都在互联网公司，几乎没有实

体产业中的人。“这些行业的收益不足以吸

引人工智能人才前去工作，但如果这样持

续下去，退潮可能很快到来。”如果人工智

能发展脱离经济社会的需求，它就不可能

永远火热。“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桥梁搭建好，反过来再促进基础研

究的发展。不能只停在比速度、比精度的

阶段。”

说到应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李晓

斌很有感触。他前几天去了一家钢铁公司，

该公司想做智慧炼焦，减轻空气污染，这就要

求实现所有设备、操作的无人化。

人工智能团队和传统的生产设备团队相

遇了。李晓斌向他们科普什么是大数据，什

么是深度学习，智慧计算可以解决什么问

题。“讲完以后，现场的工程师、技术员都没有

听懂。”李晓斌感慨，人工智能领域的很多方

法、技术和应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普及到基

础行业当中。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认为，人

工智能产业的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金字

塔尖的，应该是大型国家级科研机构，专注

于研究关键共性问题；金字塔中层的，应该

是一些龙头型人工智能企业。“我们认为，

金字塔的基础是广泛的、成千上万的解决

更小、更垂直问题的人工智能应用型的企

业，这一块是非常稀缺的。”姚志强说，目前

来看，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缺乏联系，龙头

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也缺少互动。“好像每家

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在单打独斗，整个大的

生态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说，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驱动力

是数据，那么下一轮的增长引擎在哪？“很多

企业依据现有的平台，跟各行业深度融合，做

出了大量创新。”上海交通大学电信学院副院

长王延峰问道，“现在都觉得到了一个瓶颈，

那么，下一轮增长点在哪里？下一轮突破性

技术在哪？”

讨论会尾声，李德毅说，会议会结束，但

类似的叩问，仍要继续。

“吐槽大会”：我们的人工智能弱势在哪？
本报记者 张盖伦

12 月 6 日至 8 日，第九届中国
国际食用油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
展会在全面展示我国粮油行业优质
名牌产品的同时，特别展示了我国
粮油加工及储藏物流领域的新技
术、新产品，为政府、企业、客户之间
搭建起交流合作的平台。

图为参展商展示 1000 吨稻谷
烘干新工艺模型。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粮油新技术
汇聚京城

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见证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12 月 8 日，随着

一瓶香槟酒摔碎舰艏，我国首艘自行设计和

建造的 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支持母

船——“深海一号”被缓缓移向码头，在中船

重工武船集团总部顺利下水，即将走向深蓝，

开启我国大洋调查新篇章。

“这是我国首艘按照绿色化、信息化、模

块化、便捷化、舒适化和国际化原则设计建

造的全球级特种调查船，‘蛟龙’号与自己的

母船相配，将显著提升我国精细探索大洋资

源环境的能力与水平，对维护我国海洋权

益、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然

资源部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主

任刘峰说。

“深海一号”由中船工业第七〇八所详细

设计、武船集团承制。该船总长 90.2米，型宽

16.8米，型深 8.3米，设计航速 16节以上，续航

能力超过 12000 海里，在额定定员 60 人时，自

持力为 60天。

“深海一号”总设计师、中船工业第七〇
八所研究员张福民说，“深海一号”耐波性能

有了很大提升，能在 5级海况实现潜水器应急

回收和停泊调查作业，设置的减摇水船在 4级

及以上海况减摇效果不低于 35％。

据了解，该型船是根据“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的特点专门设计的，不仅为“蛟龙”号提

供必要的水下、水面作业支持，还配有专门的

深潜器维护保养车间；既定位为综合科考船，

又服务于深潜，可同时搭载“蛟龙”“潜龙”和

“海龙”号 3台潜水器开展深潜作业。

武船集团总经理陈埥表示，船下水只是

阶段性节点，下水后武船集团将继续科学组

织，精心安排，做好各项试验工作。

据了解，“深海一号”预计于 2019 年上半

年交付使用，7 月将执行交付使用后的首个

航次。

“蛟龙”号支持母船“深海一号”下水
明年 7月将开启交付使用后的首个航次

（上接第一版）其任务工程目标锁定在两个

“国际首次”：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

巡视勘察；首次实现地月 L2点中继星对地

对月的测控、数传中继。

着陆环境不同

嫦娥三号着陆区是月球正面的虹湾地

区。那里布满了月海玄武岩，地势较为开

阔、平坦。作为大型撞击坑、月海、高地的

交汇地区，那里既便于选择科学勘察目标，

也有利于与地球通信联系。

而嫦娥四号的首选着陆地点，是位于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中部的冯·卡门

撞击坑。探测器系统项目产品保证经理吴

学英说，该着陆区面积比虹湾地区小了许

多，但是月球背面山峰林立、大坑套小坑，

很难找出更大、更平坦的地方供嫦娥四号

安身。

要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平安降落，嫦

娥四号需要有比嫦娥三号更高的着陆精

度，并要采取几乎垂直的降落方式。

通信方式不同

无论探测器飞多远，都需要测控通信

系统作为联络的纽带。深空探测任务周期

长、通信时延大、链路带宽有限、信号衰减

明显，测控通信难度很大，对星上设备、地

面设备都有很高要求。

而落在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通信信

号完全被月球遮挡，与地面通信更是难上

加难。

既然无法像嫦娥三号那样直接和地面

联系，“飞鸽传书”的任务只能落到中继卫

星身上。今年 5月 21日，我国成功发射“鹊

桥”中继卫星，并架设在地月拉格朗日 2

点。通过它实现通信信号“接力”，嫦娥四

号才能够跟家乡的亲人联络。

有效载荷不同

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有一样的“身形”

和“骨架”，携带的装备却不一样。

嫦娥三号有效载荷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第一类用来观察月球，包括全景相机、

地形地貌相机、测月雷达等；第二类用来观

测宇宙，主要由月基光学望远镜承担；第三

类用来观察地球周围的等离子层。三种载

荷各有所长，也能相互配合。

而月球背面可以屏蔽地球无线电干

扰，对许多科学研究项目来说具有天然优

势。根据着陆区域和科学目标的变化，科

研团队为嫦娥四号配备了 8 台有效载荷。

其中，着陆器携带了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

机、低频射电频谱仪等，巡视器装有全景相

机、红外成像光谱仪、测月雷达等。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任务还搭载了“国际范儿”装

备，分别与荷兰、德国、瑞典、沙特开展科学

载荷方面的国际合作。

除了上述区别，科研团队还在轨道设

计、动力下降策略、休眠唤醒策略等方面进

行了系统设计，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并制

定了符合任务特征的故障预案，以全力保

障嫦娥四号顺利完成这次非凡之旅。

嫦娥四号踏上奔月征程 她与“三姐”有何不同？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个新事物，办起
来再说”

1986年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言是个重

要年份。

同样是这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其实早

在 1981 年 5月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

大会，就有 89 位中科院院士乘改革开放之春

风，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为加强我国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

基金。

“但当时中央没有同意，所以科学院内

部设立了个自然科学基金，但也是面向全国

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第四任主任陈宜瑜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个基金大概只运行了

三四年。”

李政道是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

推动者。据他回忆：“我尽力收集发达国家有

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科

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且多次向中央

领导提出了有关建议。”在 1985 年 7 月 3 日和

7 月 12 日两次给邓小平的信中，他都提出了

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

198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经济领域一样，科技体

制改革也是要打破大锅饭，改革开放前，我国

的科研经费都是简单的拨款制，也不问产出

和效果，而科学基金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引入

了竞争机制。”陈宜瑜认为。

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家正精简机构的大

背景下，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是个有魄力且

高瞻远瞩的决定。“30 多年来，科学基金资助

了一支稳定的基础研究队伍，促进了学科的

均衡发展，产生一批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支撑

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陈宜瑜总结道。

随着 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磅

计划的出台，我国科技计划逐步形成面向基

础研究、高技术产业及为国民经济服务 3 个

层次的体系。

在这 3 个层次上，国家先后布局星火计

划、火炬计划、高技术产业开发区、973 计划、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

科技计划。

其中，973计划对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起到

重要作用。“973 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

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中国科学

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在 973 计划的持续支持下，他所在的古脊

椎动物研究领域有了较大进步。

至此，“3+2”即 3 个主体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计划、863 计划、973 计划）和两大类科研

环境建设计划（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科技

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的科技计划体系逐步

形成。

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
科技计划体系

2000 年前后，为适应我国进入世纪之交

的社会需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扩大

对外开放合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际科技合作专

项等相继设立。

之后，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部署，国家科技

计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聚焦重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在原国家科技攻关计

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重大公益技术和

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支持力度，上升为主体计

划，于 2006年正式启动实施。

同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适时出台。重

大专项希望集中优势力量，系统攻关，进一步

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的发展。

自 2006 年开始，以“重、大、专”为特点的

16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陆续启动。十余年

来，重大专项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国

家战略目标，凝聚科技界、产业界的优势力

量集中攻关，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

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推动移动通信、大

飞机、新药研制和传染病防控等重点领域实

现率先跨越。

但与此同时，技术总师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重大专项的进展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

希望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仍有一定差距；部分

专项前期预判不足、高端人才缺乏；部分专项

相对封闭，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综合集成。

终结“九龙治水”建
立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科技
计划体系

至“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科技计划虽然

历经调整，但累计下来也有近百余项，分别由

四十余个部门负责管理，缺乏统一的协调部

署，难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资源配置的“碎

片化”问题引起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

重视。

2014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

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

革的方案》。构建新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体系框架和布局，是本次改革的关键。在

这次改革中，近百项林林总总的国家科技计

划被优化整合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

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新五大类

科技计划。

在科 技 部 基 础 司 原 司 长、中 科 院 生 物

物理所研究员张先 恩 看 来 ，几 十 年 来 ，科

技 攻 关 计 划（后 来 的 科 技 支 撑 计 划）、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

科技计划，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科技能力，

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经济整体进步发

挥了作用。

但是，这些陆续设立的计划在不同发展

阶段应对迫切需要时可解燃眉之急，在应对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由于缺乏顶层设

计和宏观统筹，就显得“力不足”。而且，一个

部门的支持力度有限，往往只能支持某个阶

段的研发资金需求，造成创新链条脱节。同

时，从整个科技计划体系来看，部分重复、封

闭的问题日益凸显。

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更加强化国家需求导

向和问题导向，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

术到应用示范进行了全链条一体化设计，基

本涵盖了近、中、远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

的不同需求，体现了我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

“跟踪、并行、领跑”三者共存的战略需要，承

载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使命。

与此同时，这一次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

系的大调整，不但形成了新的五类科技计划，

而且重新打造了新的项目形成机制、新的管

理流程，以及新的监督评估体系。

今天，以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为载体，形

成了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系统布

局基础研究，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的研发任务

布局，紧紧围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健康中国”等国家重点战略领域，基本制

定了面向“十三五”的国家科技计划阶段性战

略目标。

（科技日报北京12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