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江创新论坛 研究报告 

（2018 年第 3期，总第 89 期） 

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18 年 11 月 26 日 

2018 年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三： 

构筑新时代创新文化的新内涵



编者按：2018浦江创新论坛——文化论坛以“新时代的创新使命”为主题，与会嘉

宾围绕如何塑造新时代创新文化，加强学风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进步与科

技创新等话题开展研讨。本期简报基于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嘉宾包括：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副司长冯楚建，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清华大学教授、清华科技园创始人梅萌，《自然》科研诚信部咨询和担

保项目副主任 Tamara Welschot，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常委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余华荣，中国科技财富杂志常

务副总编辑王仕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张双南，中国科技网、创新中国客户端总

编辑刘峰。 



2018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三 

构筑新时代创新文化的新内涵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新征程，“创新驱动

发展”成为共识.如何增强创新的主动性，增强创新的内在动力，尤其需

要创新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推动科技创新涉及多方面，培养良好的

创新文化是重要基础。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新时代急需赋予创新文化新

内涵，科技创新要更加强调社会责任和价值导向，并建议上海加快构筑

自信、包容、诚信的创新文化。 

一、新时代科技创新面临新使命 

一是新时代急需赋予创新文化新内涵。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指

出，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工具文明、能源文明和信息文明三维叠加的新

时代，人类迈入信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消费者。新

时代的内涵应该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发生重大的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力

飞速提升；二是出现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变化，社会文明程度大幅度提

升；三是出现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革命，人类认知飞跃。中国科技财富杂

志常务副总编辑王仕涛认为，创新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

精度深度，也需要人文的温度热度。创新文化应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科学精神，即求真务实、开放包容的探索精神；二是工匠精神，即

锲而不舍、精雕细琢的职业道德；三是企业家精神，即勇担风险、不断

开拓的进取之心；四是人文精神，以人为本、追求自由的人文关怀。 

二是自信、开放、活跃的文化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张双南指出，缺乏创新的文化不

能称之为先进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创新文化才能够引领未来发

展，只有引领才能得到尊重，得到尊重才能产生自信。当前，社会各界

热议的文化复兴不能等同于文化复古，中国文化要想更具世界影响力，

必须牢牢把握创新这一根本。《自然》科研诚信部咨询和担保项目副主

任 Tamara Welschot 指出，跨国合作有助于激发新的想法和创意，进而



形成新的创新方向，甚至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发明协会党委

书记余华容认为，“草根发明人”对于全民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发明创新的历史，要让全民创新成为奔腾踊跃的

社会潮流，特别是要让年轻人成为发明创造的主力军。发明没有资质认

证，没有身份界限，引导、鼓励更多的“草根发明人”涌现，对于在全

社会弘扬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技创新更加强调社会责任和价值导向 

一是科学伦理道德是科技创新的现代文明理念。Tamara Welschot

指出，不负责任的研究不能带来创新反而可能产生恶果。例如医疗领域

的科研不端和科研质量问题，可能对人类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科

研诚信不仅对科学界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关键。

中国科技网、创新中国客户端总编辑刘峰指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面

前，每个人都是透明的。在当前个人隐私安全、行为数据所有权、遗传

基因财产权等新生权利面临技术挑战的时代，社会要更加强调负责任的

研究和创新，从制度和道德两方面对科技创新加以规范。同时，公众在

面对科技创新新领域的不确定风险时，应保持审慎的、理性的态度，要

避免恐慌传播和舆论暴力。 

二是科技创新要关注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创新中有很重要的心理

因素，当前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更容易缺失。

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是科技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科技创新过程中需

要进一步加以关注的领域。清华大学教授、清华科技园创始人梅萌指

出，目前科学对人的压力、疲劳等负面情绪的关注和认知还有远远不

够，科学界正在加大力度探索从生命信息中解读人的情绪密码。 

三是传统科普工作方式面临挑战。科学进步的历史是人类认知自

然、理解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思维从具体向抽象、从有限向无限跨越

的历史。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

群指出，科普工作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要帮助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的



思维方法。这不仅仅对自然科学具有重要意义，更能够帮助人们从理性

的视角更好地了解历史规律和社会进程。林群认为，传统的科普方式往

往过于生硬，未来的科普工作需要更加亲民、浅近的表达方式，为社会

公众解读科技“天书”。 

三、科研诚信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是多方面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

建设司副司长冯楚建指出，良好的科研生态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

部门要建立有效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体系，特别是要用好评价导向“指

挥棒”；高校科研机构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内部管

理；科学共同体要弘扬创新文化，加强科研的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

我净化；科研人员要潜心研究、淡泊名利，做科研诚信文化的崇尚者、

遵守者、捍卫者；新闻媒体报导科研成果要求证核实，避免盲目夸大追

求轰动效应。Tamara Welschot 提出，科研成果出版机构要做到只接受

伦理上能接受、经得起考验的科研成果，只发表和传播有可信度的成

果，反对为了出版量而忽视潜在的社会影响。出版界要提高对于出版伦

理的意识，调查可疑的不良事件，对不端行为要纠正并记载在案。 

二是弘扬求真务实的新风尚势在必行。王仕涛指出，科研诚信问题

是世界性问题，不能因为出现少数科研失信而否认我国科技的总体成

就，也不能因为成就而忽视了客观问题。张双南指出，社会对创新的态

度要宽严兼备，对创新的风险和失败要足够宽容，同时对已知的伪科

学、违反学术道德等现象要毫不容忍、严格防止。刘峰提出要在科研人

员中大力强化学术道德文化建设，加强公众对创新的理性态度。 

整  理：王雪莹、毕晓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