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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创新文化论坛以“追光：创新的精神与动力”为主题，来自国内外各领域专家围绕

“创新文化的培育与创新氛围的营造”，从培育价值观念、强化机制保障、推动文明互鉴等

方面展开深入研讨。本篇专题报告对创新文化论坛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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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二 

创新文化软实力耦合科技创新硬实力 

科学文化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的精神土壤与动力之源。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需要“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

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创新文化已经成为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文化为孕育创新思维、触发

创新潜质、维持创新活力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是激励创

新行为的核心支撑。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多

维建构过程，世界各国要借变局之机培育创新的价值观念，以制度

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深入开放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文明互

鉴。 

一、坚定自信，借变局之机培育创新的价值观 

一方面，正确认识我国优良传统与现状，坚定科学文化自信。

科技日报社社长张碧涌指出，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当中，中华民族

不仅创造了四大发明等成果，形成了农医天算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体

系，还孕育了独特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所长梅建军认为，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在科学文化

方面的特色和对世界的贡献被忽略了，应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认识和

分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纪志刚认为，徐光启早在 17 世纪初便与利

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不久便带动了多人在数学领域出版相

关书籍，此中可窥见中国科学文化的一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

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吕薇指出，目前来看我国全民科学素质水平已

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 2005 年的 1.6%增加到 2022 年的

12.9%），具备较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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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深入把握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培育与时俱进的科

学文化与创新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院长王元指

出，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新的世界格局与科技发

展趋势为社会文化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也将带来科学文化的变

化。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郭哲认为，参与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

的主体，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尤其是个体化的力

量正在兴起，这种力量也在深刻的重构整个科技创新文化的宣传体

系。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与古典艺术双聘教授唐娜・寇兹提出，数

字化与开源化带来科研范式转型，推动数字化时代科学文化的形

成。以色列未来学者阿迪・约菲认为，以色列形成了个人需要做得

更快、更好、更与众不同的科学文化。同时，她还强调“碎片化”

趋势是一个历史趋势，正是把握住了这种社会变化，“抖音

（Tiktok）”才成就了自己。 

二、不断探索，以体系制度营造创新氛围 

一方面，科技创新体系承载着科学文化的培育。巴西科技创新

部副秘书奥索里奥・内托认为，强大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培育科

学文化的制度基础，没有一套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科学文化的培

育就无从谈起。张碧涌指出，上海开展了基础研究特区建设的探

索，从基础研究领域为科学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具体的物理空间。 

另一方面，体制机制保障为科学文化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吕

薇指出，研究层面的科学文化是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当中形成的

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原创思想

的形成，需要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环境，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等支

持创新的手段的实施均需要机制体制保障。奥索里奥・内托也强

调，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政策，或者私营部门提供的稳定的环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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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培育。 

三、文明互鉴，以融合共通推进国际科技交流 

一方面，要秉承“多元世界、求同存异”的原则。梅建军认

为，文明互鉴的目的是对不同的科学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比较，揭示其异同，判定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作用，从

而展现对特定历史现象的观察和认识。阿迪・约菲指出，以色列的

科学文化中存在着刻意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创新上体现为生产

出唯我独有的产品，以此强化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使以色列成为

了典型的创新国度。 

另一方面，加强交叉融合，催生新知识。梅建军指出，徐光启

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口号：“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需

翻译”，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第一块基石。但是翻译并不是简单

的知识转移，更多的是转移过程中对西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因此

会通是文明互鉴的必由之路。唐娜・寇兹强调，他们的团队已经有

20多年与中方多地人员共同合作的经验，建成了 50万人参与构建

的“牛津开放数据系统（OXLOD）”，产生巨大的数据，远远超过

了人脑的计算速度。她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整合了数据资源，同时

也整合了各方的优势。 

 

 

 

整  理：田春芝、周少丹 

 

https://oxlod.eng.ox.ac.uk/
https://oxlod.eng.ox.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