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院士的信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如姚期智一样，选择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委

员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无悔当初的选择，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祖国给了自己宽广的舞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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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教育强国建设·委员说

■背景新闻

据新华社消息，6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

智回信，对姚期智院士回国任教 20 年来，

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在清华大学潜

心耕耘、默默奉献，表示诚挚问候。

据悉，2024 年，著名计算机科学专

家姚期智迎来了全职回国任教 20 年。姚

期智曾长期任教于美国著名高校，2004

年 6 月辞去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到中国定居

和工作，现任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

长、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20 年来，姚期智为我国自主培养信

息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完善人工智能

领域前瞻布局、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

出了重要贡献。近日，姚期智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了回国任教 20 年来在培

养人才、科研创新等方面的情况。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姚期智院

士，坚守初心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带领

大家继续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模式，

推动学科交叉与前沿创新，打造高水平的

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作

出新的贡献。

据清华大学官方账号介绍，姚期智院士

于 1946 年 12 月出生于上海。1972 年获哈佛

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75 年获得伊利诺伊

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1998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0 年获

得 图 灵 奖 ， 是 首 位 获 得 该 奖 的 华 人 学 者 。

2004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5

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2004 年，在“科教兴国”政策的感召

和杨振宁教授回国定居并担任清华大学高等

研究中心荣誉主任的感染下，姚期智毅然决

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全

职回到祖国，被聘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教授，并先后担任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等，后创办交叉信息研究院、人工智

能学院并亲任院长。2016 年放弃美国国籍

成为中国公民，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贺春兰 朱英杰）

从海外归来扎根教坛20年的姚期智院士
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1995 年 ， 吴 宏 伟 从 剑 桥 大 学 回 到 香

港。缘于年少时的梦想，吴宏伟的归国之路

走得异常坚定。

“ 我 在 上 中 学 的 时 候 ， 就 和 我 的 老 师

讲，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建设祖国。因为年

少，我的梦想还被我的老师当作玩笑。但藏

在心底的梦想在国外深造时被更强烈地激

发，促使我回来报效祖国的梦想愈加清晰。”

吴宏伟回忆起自己曾经在外求学生活的

日子，“那时总有人因为看到我们是亚洲人

的长相，就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韩国人，

在生活上、学习上各方面确实都有很强烈的

渴望被尊重的感觉。种种生活上的小事也激

发了我本就热烈的归国情和内心深处的民族

认同感。”

“1995 年回到祖国，才真的心安。”吴

宏伟有些动容，“那时国家对各个领域的人

才都很急缺，包括我所从事的专业。因此，

2000 年我也被北京大学地质系邀请做兼职

教授，参与周末工程地质硕士班课程的讲

授。”回忆起那段日子，吴宏伟分享了一个

动人的小故事，“那时和我对接的教授和我

道歉，因为他们没有经费支付我每周的往返

机票和住宿等花销。我就和他说，课时费我

一毛都不收，自己也会解决机票、住宿等花

销。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想为祖国的建

设出一点点力。”

吴宏伟说能被国家需要，这是他的荣

幸 。 白 驹 过 隙 般 ， 20 多 年 的 时 光 悄 然 逝

去。吴宏伟感慨，国家科研环境的种种改变

令人难以置信，即使自己是亲身经历。“最

明显的就是制度的支持、经费的供给。我们

的学术话语权也有很大水平的提升。曾经有

很多大学如果能发一篇 SCI 论文，奖金就达

上万元，相当于几个月的薪水。现在再也不

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高水平论文，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已

经渐渐成了‘家常便饭’。”

吴宏伟说，科研环境的改变，让国家的前

沿科技创新有了更多可能。“最直接的，就是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回到祖国开展科研

创新。过去，很多学者更倾向于留在国外发

展，因为设备仪器更齐全，供给支持更广泛，

虽然都想离‘家’近点，但回来就可能没有办

法继续发挥个人特长了。不过现在一切都不

一样了，归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了。”

吴宏伟感慨——曾经海外归国科学家大

多是已在国外有了成绩，回国后可获得国家

倾力支持，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已

不用在国外等待“功成名就”，青年时期就

可以安心地踏上归国路，在自己“家”就可

以踏实地施展抱负、开展世界顶尖水平的科

学研究。

这样的转变，吴宏伟见证着，也参与着。

1995 年，他从剑桥大学回国就在香港科技大

学任教职，一直着力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工

作。“在我看来，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大学一

定要扛起打响中国‘招牌’的责任。我们不但

要参与现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竞争，还要进

一步提升中国在科研界的学术话语权，创建有

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体系，以引领更高水平的创

新实践。”

如何实践这一理想？吴宏伟介绍，香港科

技大学广州校区从创建之初便谋定了走交叉学

科建设这条道路。“可以说，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校区所有的学生都是建立在学科交叉的模式

下培养的。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称得上是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科交叉培养院校。”吴宏伟

自信且笃定。

在他看来，开展交叉学科建设道路，首先

就需要明确学科交叉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应

该是解决达到国际水平，满足国内需求的重大

工程科学问题。”吴宏伟表示，交叉学科建设

是提升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必需项，也是推动各

种真实问题解决的必需项。“以 AI 发展为例，

能解决其发展所出现的现实问题，需要计算

机、数学、统计等学科的专业知识，也需要法

律、伦理等学科知识。”

基于此，香港科技大学做了诸多创新尝

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让老师们有

更多‘交叉’互通的机会。”吴宏伟介绍，如

今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完全打破了教师按

照所在院系分布的传统化办公方式。借鉴国际

化办学经验，采用抽签式的方式，完全随机地

让 不 同 专 业 领 域 的 教 师 都 有 机 会 坐 在 一 起 。

“我们就是要让老师们在日常教育教学上都有

互通互联的机会，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的价

值，打开思路去开展前沿创新，哪怕是面对自

己从未设想过的方向。”

在吴宏伟看来，开展学科交叉及前沿创新

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教师，特别是教师的

筛选上。“不同于传统的单学科人才，没有一

个专业本身叫‘交叉学科’，所以到底要按照

什么标准去招聘教师？”吴宏伟回忆当时学校

的学术委员会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

论。最后确定了两个核心标准，第一，其必须

有优秀的专业素养，也就是说有与其他学科交

叉的“资本”。第二，还必须有足够跨入其他

领域的兴趣。

“这样选择师资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我

们相信‘专业’与‘兴趣’是引领一名学生参

与学科交叉最重要的动因。要尽可能地去培养

学生的‘专业’，并释放学生‘兴趣’动力，

这是我本人在前沿科技探索中的成长、教学心

得，也是我一直想通过更广泛的育人实践，着

力推动的。”吴宏伟说。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吴宏伟：

青年科学家尽可在祖国施展抱负
本报记者 朱英杰

“我想我的感受和大多数回国

的学者感受都是类似的。在国内可

以尽情挥洒才华，英雄更有用武之

地。”谈及 20 年前毅然决定回国任

教的这份选择，全国政协委员、良

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欧阳宏伟仍然

热切，“这是万分正确的选择，我

也是幸运的。”

34 岁回国，20 载时光，欧阳

宏伟先后牵头创建了干细胞和再生

医学博士点、运动医学博士点、生

物医学本科专业、数字健康硕士项

目、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

等系列专业和学院。

“回国的选择，让我获得了在

国外无法想象的舞台空间。”欧阳

宏伟感慨。

“政府和社会如今都非常重视

科研工作、重视对科研人才的培

养。最直接的就是研究条件、硬件

设备都有了很明显的升级改造。这

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研究群体水平的提升更

是有目共睹的。”欧阳宏伟具体举

例介绍：“现在很多大学都设置了

大学生科创项目，包括国家基金委

也设立了本科生科研项目，这必将

促使我国人才培养水平及规模更上

一层楼。”

读到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对姚期

智院士的回信，欧阳宏伟也围绕学

科交叉及前沿创新提出了自己的思

考。“何为学科交叉，在我看来就

是要志存高远，直面有意义的重要

问题。这需要我们以‘真正有价值

的科学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

开展学科集成和交叉。而前沿创新

往往都发生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界

面，在我看来，只有站在交界面

上 ， 才 能 碰 触 到 科 研 创 新 ‘ 前

沿’，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推动

学科交叉就是促使我们做好前沿创

新。”

2012 年 ， 欧 阳 宏 伟 创 建 的 国

内第一个生物医学本科专业，称得

上是一次在学科交叉领域的有力尝

试，“它会赋予学生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复

合学科的知识素养，并在教学过程

中 培 养 学 生 自 学 思 辨 的 学 者 素

养。”随后，欧阳宏伟创办了浙江

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并在这

里探索建立了“中西融合、学科交

叉”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

在欧阳宏伟看来，我国在学科

交叉及前沿创新领域挖掘出了很多

好的经验，但同样也有一些交叉

“壁垒”须得到关注。“学科交叉的前

提是开展合作式科研，但现阶段由于

各种排名和业绩考核只能在单一机构

或单一学科下得到认证，这一机制一

定程度上束缚了开展合作的可能。与

此同时，各种‘帽子’评比，也消耗

了学者大量的时间、精力，很难在问

题导向下开展高质量的学科交叉及团

队协作。”

“我认为，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最

重要的就是问题导向下的多学科教学

及项目制训练。”采访中，欧阳宏伟

多次谈及“问题导向”及“项目制”

二词。“因为人的一辈子都是在做各

种项目，训练一个学生如何做项目，

才能引导他们做好日后的工作。而多

学科交叉更多是一种‘手段’，以引

导学生运用不同学科的工具来解决具

体问题，高水平地做好项目。”

“ 再 概 括 地 说 ， 解 决 问 题 是 目

标，学科是手段工具，而学科交叉就

是让我们可以运用更多的工具来解决

问题。”建立在这一观点上，欧阳宏

伟认为，培养学科交叉人才，就是培

养学生熟练运用多学科手段来解决

“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这需要更多

优秀的科研型师资加入建设‘项目制

科研导向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良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欧阳宏伟：

做科研要直面有意义的问题
本报记者 朱英杰

“总书记的信让我们也备受鼓舞”
——部分海外归来的全国政协委员话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交叉学科建设

▶▶▶“无悔当初的选择”

人民政协报：读了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姚期智的回信，您是不是也一样

有感触？

陈松蹊：是啊，非常感动也深

受鼓舞，姚先生回国后，为我们国

家急需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培养了

大批人才，作出了极高的贡献。

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信，

也是写给我们所有从海外归国奉献

于祖国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的。它

是对我们已有工作的肯定，更是对

我们要进一步做好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工作的鞭策，激励大家众志成

城，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力量。

人民政协报：我们了解到您曾

后先后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

等国家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为什么

会选择回国？十几年前您选择回国

时候是怎样的一番感受？

陈松蹊：民族感情已经进入血

脉，自己有时都会感到惊讶，那样

一份强烈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会

影响着自己在大事小情上的一切所

思所行。1992 年博士毕业后，我

开始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海洋实

验室任统计师。1993 年 9 月份，北

京与悉尼共同竞争 2000 年夏季奥

运会的申办权，悉尼成功了。瞬

间，澳洲同事们兴奋异常，但是作

为一个中国人的我却伤心郁闷。我

意识到，我和我的祖国那么深沉、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这种和祖国命运同悲

同喜的感觉充斥在我在国外的日常

生活中。作为中国人，不论身在何

处，一直心系祖国，关注祖国方方面

面的发展，也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家

发展贡献力量。2008 年，恰巧有这

样的机会，我没有犹豫，就回到了国

内。

人民政协报：如 今 十 几 年 已

过，您怎么看待自己曾经的选择？

陈松蹊：这 是 一 个 “ 完 全 正

确”的选择！在国外，我的生活确

实看起来舒适安逸，拿到终身教授

的职位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学

生、上课，做做自己感兴趣的科

研，一直到退休的生活，完全可以

预测。正所谓“人各有志”，能够

真正参与到国家发展中才是我向往

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的参与，让我

觉得人生舞台很大。

人民政协报：您的理想在回国

后实现了吗？

陈松蹊：实现啦。我们国家“讲求

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开展多领域

结合的“大科研”项目，攻克世界级难

题，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空白。从我自

身所从事的统计学研究来看，可以将

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大气系统

建模与预测、科研数据集生成、二氧

化氮计算、气候变化等工作中，且可

以通过对大气环境的研究，延伸解决

很多国计民生问题。总之，祖国为我

们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我置身其中，

虽然还会有各种挑战，需要忘我付

出，但成就感也是巨大的。

人民政协报：基于您的实践来

看，十余年来，我们国家在前沿科

技创新及人才培养等工作上有哪些

变化？

陈松蹊：变化很大，更确切地

说，是进步很大。最重要的原因在

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十余年来，国家对人才

培养、前沿科技的重视有目共睹，

促使科研环境也在不断优化。以考

核标准为例，当前在人才引进过程

中，除了审核文章发表质量及数量

外，还会逐步用国际标准来考核评

价教师，具体比如，在我这里，会

基于来自世界的同行的评议结果，

更客观和全面地评定人才。同时，

科研单位也专门设置了秘书岗位，

以让年轻教师摆脱琐碎的日常事务

裹挟。凡此种种，都体现出我国在

科研环境创设方面的进步。

▶▶▶要让学生成为学
科交叉的联结者、受益者

人民政协报： 此 次 回 信 中 ，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交叉学科建

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曾特别指

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

叉 学 科 建 设 。 您 作 为 “ 数 学 + ”

“统计+”的科学家，怎样看待我

国的交叉学科建设？

陈松蹊：在我看来，思考交叉学

科建设问题应基于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的综合视角。特别是对于理科

的交叉学科建设问题而言，因为其

“交叉”大多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发

展的某一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基础

研究很重要，我们需要发挥好理论

指导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仅依靠基

础研究，闭门式地开展科研。而要促

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围绕

实践中的真实情景，升华成理论性

的结论，再去指导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但也要避

免过度研究。有一些研究命题，即使

不计成本地无限深究，可能也很难再

有突破，甚至还会对科研生态产生负

面 影 响 ， 也 就 是 我 们 俗 称 的 “ 内

卷”，造成很多科研工作者为了写文

章而去写文章的问题，往往就忽视了

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

在我看来，提倡交叉学科建设，

就是关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

合，让两种研究真正地以问题为联

结、为驱动，自然而然地有机结合起

来以推动社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

总之，就是基础研究也要面向应

用，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凝练界定命

题，开展研究，也让研究在实践中检

验。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人民政协报：在前沿创新领域开

展交叉学科建设问题上，您有哪些好

的经验？基于您的国际视野来看，我

们有哪些工作待完善？

陈松蹊：在我看来，最好的交叉

学科建设一定是体现在学生培养上。

直白地说，国外在这方面有些好的经

验值得我们学习。学生们会通过基础

课程及联合导师选择的方式，基于自

己的科研主题开展“交叉”。既保证

了学生的基础学力，又满足了提升学

生综合发展需要。

我们现有的行政体制确实会比较

限制交叉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

事制度上。首先，教师的人事编制过

于僵化，教师的人事关系只能保留在

一个学院，在工资待遇、绩效考核、

教研学习、教授会投票等方面都无法

实现“交叉”。我们要有灵活的人事

制度鼓励教师跨学院任职。同时，学

生的指导模式也比较单一，现在大多

数学生只能有一位指导教师，难以真

正开展交叉研究。需要将学生作为交

叉学科的实际关联者，汇集多学科教

师的研究成果、教学智慧。而且不同

学科背景的同学之间也要有相互交叉

的机会，以形成特殊的交叉学术生

态。最后，学科资源分配不均，导致

学科交叉共建过程中，各学院均会优

先保障自身的学科资源建设和人才引

进。非主建学科往往会被置于选择末

端，难以分配到资源和人才。

（实习生臧文婧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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