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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良好的 科 技 评 价 和 奖 励 制 度 是 形 成

正确的评价导向，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活力

的关键措施。 但是科学、技术、产业，不同

方向特点不同，采取同样的评价方式是不

太科学的。 因此，必须予以改革。
———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刚

《光明日报》 [2012-07-09]

老觉得热门的东西是前沿，事实上那

只是当时的前沿。 而我要做的，是未来的

前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 郭光灿

《中国科学报》 [2012-07-02]

希格斯场，就像是在一个房间内正在

举行聚会的政治团体。 当一 个 普 通 人 走

进房间的时候，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他 可

以不受阻碍地在房间来回走动。 但是，如

果走进房间的是时任英国首 相 的 撒 切 尔

夫人，就会有许多人将她围起来，让 她 不

得不放慢脚步， 这就像是给 了 撒 切 尔 首

相 一 种 “质 量 ”，这 时 被 围 着 的 首 相 具 有

很大的惯性， 而惯性正是质 量 的 物 理 属

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David Miller

《中国青年报》 [2012-07-11]

知识分 子 在 说 与 做 或 者 想 与 做 之 间

的差距，是一个普遍问题。无论问到谁，环

境重不重要， 保护自然是不是应该做，没

有人会说不应该。 但怎么做，在什么情况

下能做，这才是关键。实际的例子很少，成

功的更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吕植

《中国科学报》 [2012-07-02]

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公开的

学术批评较少， 私下的个人攻讦较多，缺

乏对于学术观点公开的、 客观的批评，而

过多地在背后私下议论，甚至是进行人身

攻击。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饶毅

《人民日报》 [2012-07-02]

要客观、 辩证地看待转基因技术，千

万不要歧视转基因作物。 科 技 具 有 两 面

性，转基因技术也是如此，好的 转 基 因 产

品，就可以去开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吴孔明

《新民晚报》 [2012-07-03]

我 有 一 个 学 生 在 英 国 做 了 四 年 博 士

后，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被 聘 为 研 究

员，待遇非常好，也有房子；另一个学生，
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 清 华 做 博 士 后 两

年，也同样是四年，结果只能当副研究员，
房子也没有，待遇也不高。 后来这个学生

去了瑞士做博士后，说回来以后待遇肯定

会提高。 这两个学生的水平是一样的，仅

仅因为经历不同，待遇和以后的工作机遇

就完全不同。 这种现象大家要注意到，当

你吸引人才回来的同时，也把一些很优秀

的青年人给气跑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武向平

《科技日报》 [2012-07-03]

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

爱思唯尔集团。
（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网站

上，已有全球 12196 位 科 学 家 签 名，抵 制

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因为持续大幅度的

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 到 所 有 教 育 科 研

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有人

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
———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教授

William Gowers
《中国青年报》 [2012-07-06]

作为世界上最大汞生产、使用和排放

国， 我国已成为全球汞 污 染 最 严 重 的 地

区。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新斌

《中国科学报》 [2012-07-06]

如今在基层医疗机构，高水平甚至是

合格的医学人才的匮乏成为发展瓶颈，呼

吁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已成为一种趋势，但

却不能将学生不 愿 到 基 层 就 业 的 责 任 一

股脑全推到学生的身上。
当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时候，他显然会

选择他认为好的环境和发展平台。在大医

院里有老师带，集中大量 的 资 源，但 是 在

社区医院很难有这一方面的保障。基层医

疗机构要留人， 关键还是要提高待遇，完

善配套，同时也要让到基层工作的学生感

觉到有平等的晋升机会，让他们较少甚至

没有后顾之忧。
———南方医科大学校长 陈敏生

《广州日报》 [2012-07-04]

目 前 创 伤 和 意 外 伤 害 造 成 的 损 伤 和

死亡在中国疾病死亡谱中已跃居第 4 位，
在 45 岁 以 下 青 壮 年 死 亡 谱 中 则 高 居 榜

首。 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道路交通事故

会夺去近 130 万人的生命， 并导致 5000
万人受伤。 另据预计，2020 年，道路交通

事故将在全球每年造成约 240 万人死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

创伤学分会主任委员 付小兵

《中国科学报》 [2012-07-11]

按照国家政策，属于一类保护动物绝

对不可以用，属于二类保护动物允许在保

护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就像熊。 所以在中

药领域，虎骨和麝香不会用，没得商量，但

是熊胆使用是允许的。
动物用药的关键在于发展人工养殖，

扩大种群数量， 如近年来孔雀、 梅花鹿、
蛇、蝎子、蜈蚣等动物养殖非常普遍，这为

动物用药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很多动物种

群可以发展得像鸡鸭鹅一样多时，用药就

不是难点了，根据国家政 策 规 定，只 要 达

到三代繁殖以上， 数量在几万头以上，都

可以用来合理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李连达

《中国经济周刊》 [2012-07-03]
（责任编辑 杨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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