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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关注白春礼提出的 “一三五”
发展目标，即要求每个研究所有一个总体
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

这一发展目标非常有利于克服中国
科学界科研热点“一窝蜂”的问题。 以前，
每遇到一个热点问题， 很多研究者就会
“扎堆儿”， 导致大量经费集中在一个点
上，其他研究被忽视，使研究资源与经费
因为失衡而造成浪费。

《中国科学报》 [2012-07-17]

从第 1 号专利到第 100 万号专利 ，
中国用了 26 年，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
标耗时最短的国家。

《中国科学报》 [2012-07-17]

应当看到，今天的科学已是有很多人
共同参与的事业，不能完全用好奇心来说
话。 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喜欢强调大科
学家的故事和成就，以期让同学们对科学
产生兴趣，树立远大的理想。事实上，在现
实中有多少从事物理工作的人，能成为爱
因斯坦式的人物？

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中，我们很
少去讲物理学等基础科学对于国家的意
义，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意义。这样一来，
同学们往往就会很困惑，既然成不了大科
学家， 又不知道研究物理的意义何在，那
么学习物理究竟有什么作用？

《中国科学报》 [2012-07-17]

困难是很多，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有
没有恒心坚持下去。 选对一个方向，就坚
持做下去。 像新能源汽车，不管国家怎么
想，政府怎么想，毕竟代表了一种方向，这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发展快慢的

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坚持，不要
遇到挫折就不干了。我不赞成有些研究人
员的做法， 找到一个项目就做一个项目，
不管有无持续性。 这些年，我只做电动车
这一块，只跟电池、充电站相关。别的项目
一概不做，找到我们也不做。

《中国科学报》 [2012-07-16]

在担任校长期间，本人不申报新科研
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
科研奖，不申报院士，将把百分之百的精
力用于学校管理 ，要用 “整个的心 ”去做
“整个的校长”。

《新京报》 [2012-7-14]

中国将鼓励社会民间资本投入博士
后培养事业，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经费投入
机制和激励机制。

新华网 [2012-07-04]

目前科学界虽然未能找到治愈艾滋
病的疗法，但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住艾滋
病疫情完全可行。

新华社 [2012-07-23]

对于野生动物的硬杀伤，就是直接屠
杀的现象少了，但是对于野生动物的软杀
伤还是很多的。 比如许多地方都在修路，
但是有些地方原来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修路把这些动物的活动区域给切割开了，
可能导致它们被撞伤，同时它们的活动区
域也向高处发展。这些都是对野生动物的
软杀伤。 此外，比如砍树、建高楼等，都可
能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 因此，在修路或
者进行大型项目建设时，应该请科学家或
者相关专家提前作好规划，将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减至最小。

《中国科学报》 [2012-07-14]

眼保健操与近视率并不能画等号。我
曾率研究组首次测定了中国人各屈光参
数的遗传指数，发现遗传在近视眼的形成

中大约起了 60%的作用， 还有 40%取决
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调查显示，亚洲人患
近视眼率为 40%—80%， 比西方人高两
三倍。

《广州日报》 [2012-07-17]

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表述，并不适用于
每个时代。 事实上，很多知识不是这么学
的。 比如幼儿学习说话，这一过程就不是
按部就班， 而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失败中，
不知不觉学会的。我更愿意称这种方法为
“渗透”型学法。

西方教育允许学生在 “乱七八糟”的
胡思乱想中学会知识。和我共事的西方学
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没
有把问题想得很清楚的习惯，但这没有阻
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现象值
得反思。

《中国科学报》 [2012-07-15]

过去大家觉得数学没什么用， 一张
纸一支笔就行。 但现在，数学已经是一种
技术了，称为数学技术，它的核心是数学，
再配上机器，举个例子，CT 是一个先进的
技术，它能还原出你身体内部的情况。 看
上去这是医学，但它的本质是数学———它
沿着不同方向拍摄平面照片，再恢复出立
体的形状，其核心就是数学里的“拉冬变
换”。当然，人们已经把它固化在软硬件里
了，使用者就看不到数学了 ,但却是起关
键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的“无名英雄”。

《中国青年报》 [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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