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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作学术报告(2015年崔琦讲座)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对物理所的改革和发展起

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不仅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

也大幅度提高了物理所的国际化水平和世界影响力。

全所每年在境外开展合作交流的科研人员和

学生人次逐年增长，2017年达到 752人次，相比

10年前的 324人次翻了一番。物理所研究人员的

国际交往遍布全球，合作对象以美国、日本及欧

洲等发达国家为主。这样的合作为物理所研究人

员带来大量科研信息、最新科研进展和卓有成效

的科技效益，从而加快缩短了我所与国际高水平

科研机构间的差距。同时，广泛的国际交往将物

理所卓越的科研成果和蓬勃的发展态势传播给了

全球学界，逐步树立起我所作为国际一流研究机

构的国际形象。物理所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会议

上作邀请报告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2017年达到

322人次，可见物理所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受到国

际同行的关注，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每年到物理所访问的海外研究人员在 400余

人次左右。这些海外学者通过中短期逗留、学术

报告及座谈、学术会议等方式与我所人员进行交

流，还包括海外学者与我所的长期合作研究。

为实现迈向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加强和扩大

国际合作与交流，物理所于2009年设立了“海外

教授学术休假项目”，鼓励和吸引海外知名教授

利用学术假期前来进行深入的科研工作。时至今

日，共有10余位海外顶尖科学家通过该项目到物

理所开展合作交流。

为吸引海外杰出青年人才，物理所2010年成

立了“国际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主要面向创造

力最旺盛、学术思想最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正

崭露头角的青年物理学者。每年邀请他们到物理

所访问或短期工作，并参与组织各类前沿领域的

研讨会及论坛，使物理所与这些国际学术新秀提

前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与合作，也为我所从国外引

进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依托科学院和物理所的各类国际交流人才项

目，我们汇聚了大批国际一流科学家，营造了开

放、包容、国际化的学术氛围。通过“中国科学

院国际人才计划国际杰出学者项目”“中国科学

院国际人才计划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物理所国

际量子结构中心”“物理所海外教授学术休假项

目”，吸引海外领军人物和知名教授与物理所研

究人员深入交流，携手开展研究项目，有力地促

进了合作研究成果的产出，也建立了具有科研评

价和战略咨询功能的国际评价专家库。通过“中

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国际博士后项目”“物理

所国际合作研究中心项目”“物理所国际青年学

者计划”，吸引了大批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和博士后

前来我所学习和交流，建立起海外青年人才储

备库。

历年访问物理所的海外科学家中，有众多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国际知名学者已与我所研

究人员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比如美国科学院院

士Ward Plummer教授，与物理所相关研究组结成

国际合作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也

联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2000年，Ward Plum-

mer教授作为首席科学顾问在物理所创立“国际

量子结构中心”。该中心凝聚了海内外一批顶尖

科学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中国

凝聚态物理研究迅速跻身国际前沿，多名华人科

物理所国际交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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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已成为我国相关学科的领军人物。物理所率

先开拓的这种国际合作模式也被成功推广到国内

多个科研机构。Ward Plummer教授一直热心为中

国科技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并主动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的科技管理政策及发展状况，在与我国

的国际科技合作中作出了杰出贡献。2018 年，

Ward Plummer教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

物理所积极组织各类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

每年大约主办10次左右各类前沿领域的国际研讨

会。2011年承办的第26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有

来自63个国家的1300多名会议代表和学生参加。

这是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低温物理专业委员

会组织的系列国际会议，是低温物理领域内最重

要的国际会议，也是凝聚态物理领域规模最大的

重要国际性会议之一。物理所成功举办这次大会

成为步入该领域核心国际科研机构的重要标志。

物理所先后设立了“崔琦讲座”“中关村论

坛”及其他系列国际讲座，邀请国际一流学者作

学术报告，开拓研究所的国际视野。至今，“崔

琦讲座”已举办十余次，“中关村论坛”开讲三

百余次，为物理所研究人员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

发展动态，活跃了物理所的学术交流氛围，提升

了物理所的国际化水平。

如今物理所已与三十余个国家或地区的著名

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与美、德、法、

日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实验室展开了各类国际

合作项目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如英国皇家

学会、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等。

物理所通过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模

式，有效促进了科研水平的大幅提升，并增强了

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推动我国国际

科技合作质量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未来，物理所

将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的战略定位下，为推动实现“建设国际一流的物

质科学研究基地”的长远目标而不懈努力。

(物理所人事处外事办 供稿)

物理所承办第26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2011年8月，北京)

科普——物理所的新名片

对于研究机构来说，对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

回报无异于取得科学研究的突破，但并不意味着

科研任务是研究机构的唯一工作。科学知识及理

念的传播，对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至关重要。

科普工作的意义不言而喻。

1 借力新媒体，树立新形象

物理所是具有90年悠久历史的科研机构，但

面对新兴事物时，物理所人嗅觉敏锐。在微信公

众号悄然兴起的2014年，物理所就被推选为中科

院新媒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并于当年10月创办

微信公众号，11月 4日推出创刊号。经过 3年多

的运行，成长为独具特色的科普公众号，总关

注人数超过 50万，日均访问量近 10万人次，单

篇最高阅读量 126万次。2016年被腾讯科普评为

“最佳运营自媒体”，2017 年由中国物理学会推

荐并入选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联合组织的“典

赞·科普中国”“2017年十大科普自媒体”。物理

所公众号已成为备受读者推崇和喜爱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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