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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创新矢志创新，，共筑科技强国梦共筑科技强国梦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伟张伟编者按 推 进 中 国 式

现代化，科学技术要

打头阵，科技创新是

必由之路。2025 年 5

月 30 日是第 9 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矢志

创新发展 建设科技

强国”的主题，如同一

座灯塔，照亮了千千

万万科技工作者的梦

想与奋进方向。距离

2035 年实现建成科技

强国目标只有 10 年时

间。作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主力军，广大科技

工作者尤其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在新时代

的伟大征程中，科技

工作者树雄心、立壮

志，冲锋在前、勇挑重

担，正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和使命感，朝

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

伟目标奋勇前进！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翟季冬：

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体系
算力就是新时代的国力！大模型的

运行与拓展依赖强大算力支撑，两者共生

共进。算力革命正将每个人的日常图景

深度重构。

如何让国产算力具备更高性能更易

用，让大家把国产算力用起来，是我们研

究的核心。

科技创新要有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

需要打破思维定式。如果在硬件层面的差距短时间内尚难补足，

能不能通过软硬件协同，打造国产芯片-国产系统软件-国产大模

型的全栈式创新，以系统级优化实现弯道超车？

创新有时是规则的重构和方法的更新。同样在硬件性能受限

的情况下，高性能领域的一些方法对人工智能领域极为适用。特

别是面对大规模集群的适配和管理，搭建异构计算架构，通过大规

模并行优化、内存管理、编译优化等关键技术，软硬协同可搭建一

整套全国产的算力解决方案，不输于国外算力。

核心技术等不来、靠不来，只有自己闯出来！团队将凝结多年

并行计算与编译优化技术积累的大模型推理引擎赤兔开源，目的

就是抛砖引玉，建立一个真正适合国内多元算力环境的高性能推

理引擎，弥合先进模型与多样化硬件之间的差距，为中国大模型产

业落地提供关键支撑。算力国产化不仅是硬件替代，更需以系统

软件为核心重构技术生态，助力国家拥有完整自主可控的 人工智

能技术栈道。

算力国产化是必然之路，但唯有通过系统软件创新与硬件协

同优化，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体系，才能突破国外垄断壁垒，

破解中国算力的突围密码。

为国家打造出一支电磁铁军
电磁领域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小到吹风机

和电视机，大到飞机和舰船，大家都会关注电磁兼

容问题。

长期以来，电磁兼容一直被认为是“玄学”问题，

我和我的团队就是要把这个“玄学”变为科学。我们

常年在一线，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就是为了拿到宝贵

的科研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拼。团队曾在

科尔沁草原连续几天采集电磁环境数据。正是在我

们的努力下，终于发现了电磁发射的内在规律，并且首次提出电磁干扰要素

集理论。这些工作助力电磁兼容的科研工作向前推进。为此，我们获评全

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2024年全国唯一的最美教师团队。

今天我们要进行原始创新，很重要的是要不怕失败。我经常跟年轻

的老师和学生讲，青年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一定要敢于创新，做从

无到零的工作。同时，在做创新研究时特别要不怕失败。

我们倡导成立了中国电磁环境效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目的是把高

校、院所、企业等科技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汇聚在一起、协同创新，实现

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年轻人的创造力激发

出来，把他们的生命感和使命感唤醒，一代代做下去，为国家打造出一支

电磁铁军。

新时代的科技创

新已从单点突破转向

体系化突围，不仅需

要突破研发层面的核

心技术，还要打通从

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

键衔接，更要构建覆盖“材料-生产-应用”的全产

业链生态。

在新能源领域，我国科技工作者正以“饱

和式创新”建立技术矩阵，锂离子电池、钠离子

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

能技术协同发展，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商

业化应用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实现了我国在

新一轮能源产业变革中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

领的跨越。

以中科海钠为例，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双碳”

目标背景下，开发出不受资源限制的长寿命、宽

温区、高功率钠离子电池，在大规模储能、电网调

频、乘用车等场景实现商业化应用，为新能源商

用车提供“少装、快充、多用”解决方案，为商用车

电动化按下加速键。团队以科技创新破解资源

瓶颈，以产业协同加速商业化进程，在新能源产

业中开辟出安全可控的新赛道，生动诠释了“开

辟新赛道，‘钠’是我们的奋斗与担当”的理念。

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征途中，我国科技工作

者正凭借“敢闯无人区”的魄力与“甘坐冷板凳”

的定力，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以人民需要为目标，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高

速发展。这既是科学家精神的新时代注脚，也是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最强回声。

中科海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胡勇胜：

开辟新能源产业安全可控新赛道

陕西星环聚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谭熠：

点亮核聚变能源之光
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当下，能

源技术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意义深远的

变革。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的终

极解决方案之一，不仅寄托着人类摆脱

化石能源依赖的梦想，更关系着全球可

持续发展的未来。星环聚能的科研团

队正以“十年之约”的信念，向可控核聚

变这一人类能源革命的目标持续迈进。

星环聚能走的是一条国产原创的

聚变能技术路径——紧凑型托卡马克重复重联聚变方案。该方案

可大幅度缩小聚变堆尺寸，降低建设成本，快速经济地实现聚变

能。这一创新方案不仅需要深厚的物理理论基础，更要求我们在

工程实践上实现突破。我们自主研发的高温超导磁体、先进的等

离子体控制算法，正在逐步突破传统托卡马克装置的技术局限。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核

聚变领域，我们不仅要精通等离子体物理知识，还需掌握电子、电

气、机械、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的专业技能。星环聚能的研发团

队，也从最初的十几人，逐步发展壮大到如今的 100多人，我们正

在努力打造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平台。

目前，团队在关键技术节点上接连取得突破。从 279天完成

装置建设，到仅运行 11个月就成功验证重复重联技术方案，等离

子体电流也从最初的 100 kA快速提升至 480 kA。我们前进的步

伐虽快，但每一步都走得坚实稳健。

这是一个以科技创新引领未来的时代。在众多同行者的努力

下，可控核聚变领域“永远还需 50年”的魔咒，在我们持续不断的

攻关下，终将被打破。这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类文明

的重要贡献。星环聚能将继续秉持务实创新的精神，为点亮人类

未来的能源之光而不懈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苏东林：

如果说人工智能

是下一代信息技术的

皇冠，那无人驾驶就

是皇冠上的明珠。面

对全球自动驾驶技术

的激烈竞争，我们选

择了“全栈自研”的攻坚之路。

我们把“技术自主可控”作为驭势的核心战略，

自主研发的U-Drive®智能驾驶平台，集成了无人

驾驶环境感知、决策规划、控制执行等全链条技

术。依托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扎根中国特有

的应用场景，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

展之路。通过对技术不断升级迭代，驭势实现了全

场景无人驾驶的规模化运营，完成了L4级无人驾驶

从“试验区”到“常态化”的跨越式突破。

驭势的创新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智慧

机场、智慧厂区、智慧城市等领域，打造了多个无

人驾驶“中国方案”。为了真正实现技术落地，我

们初期以高价值场景验证技术，中期通过需求多

样的厂区及智慧城市场景持续创新，拓展应用边

界，最终让通用无人驾驶技术普惠千行百业。“渐

进式创新”的策略，让我们在保障技术领先的同

时，精准对接实体经济需求，以硬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

我们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

遇，实现了技术和服务出海。我们希望携手更多

中国伙伴，重塑中国科技产业的全球坐标，让中

国的技术创新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吴甘沙：

以中国标准打造世界级无人驾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