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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荟萃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新任主任关于
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主要观点①

　　①　本文重点梳理了塞瑟拉曼潘查内森２０１９年底以来出席国会听证会的发言和专访内容.
　　②　SethuramanPanchanathan就任 NSF主任后的独家专访以及«科学»杂志人物专栏文章«一位乐观主义者执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核心

内容.
　　③　https://www．aip．org/fyi/２０２０/panchanathanＧtakesＧbatonＧnsfＧdirector
　　④　«无尽前沿法案»于２０２０年５月由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牵头提出.法案提议将 NSF重组为 NSTF,即国家科学与技术基

金会,并每年增加数十亿美元预算用于支持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
　　⑤　https://www．nsf．gov/news/special_reports/big_ideas．
　　⑥　https://beta．nsf．gov/scienceＧmatters/leaderＧaiＧbreakthroughsＧchampionＧinnovationＧandＧinclusivity．
　　⑦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services/files/９２B００E８AＧD８９DＧ４B７BＧBC３１Ｇ８０D４BFC４B７７２．
　　⑧　https://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 cntn_id＝３００７９３&org＝NSF&from＝news．

塞瑟拉曼潘查内森(Dr．SethuramanPanchanathan)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正式出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主任.潘查内森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认为继续宣传联邦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就一定会被积极接

受.他提出 NSF未来愿景的三大支柱:一是以稳健又富活力的方式推动面向未来的研究;二是推进研究的

包容性和人才发现与培养;三是在科技领域继续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② .为此,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在

基础研究及资助和科技创新方面的观点.

１　平衡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支持具有实用潜力的大规模基础研究

　　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潘查内森表示,“有些错误观点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线性关系,
甚至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时候,在开展应用研究或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时,基础研究

的科学问题会发生改变,进而发现新的问题.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找到平衡③ .”在被问及对广受关

注的«无尽前沿法案»④ 的看法时,他未做明确表态,但强调对“应用激发的研究”(UseＧInspiredResearch)的
支持会让科研事业更稳健、更富活力.即便没有任何新资源投入,NSF也应向此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支

持应用研究,NSF一直在做的是将基础与应用研究的网络连续贯通起来.

他倡导科学造福人类和社会,认为 NSF不仅要在事关美国经济繁荣和全球竞争力的项目上拓展规

模,也要鼓励企业家思维和创新精神,并让其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NSF提出的十大理念⑤ 是增强

美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在新兴技术创造未来产业且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之际,科学正处在广

袤无尽新疆域的最前沿⑥ .因此,联邦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对人工智能、数据科学、５G、

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和量子科学等关键领域的重视程度,支持开展大胆且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大

规模基础研究.

２　NSF应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培育和催化作用

　　在出席参议院“研究与创新:确保美国的经济和战略领导地位”听证会时,潘查内森强调,创新不仅是一

套技能组合,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应尽一切可能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以确保美的竞争力和战略领导地位⑦ .
他认为,保持韧性(resilience)是创新思维的核心.NSF的职责就是激励人才并找到促进创新的途径.⑧ 有利

于创新的环境不但要庆祝成功,也要尊重失败.世界级的优秀科学需要具有广博的视角并广纳科研人才,美
国应加大吸引全球科学家的力度.同时,他表示,只要提供恰当的支持和机会,每个人都能释放出潜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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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强调终身学习、批判性思考和适应能力,让全体公民为源于

新兴技术的未来产业做好准备.

３　持续强化跨部门伙伴关系

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基于发现的研究将永远是 NSF资助的主流.研究的灵感可以来自科研人员真

正的创新和发现精神,或来自科研人员希望推动的领域内的其他人,可能是某个社会问题或挑战,也可来自

公私伙伴关系.潘查内森认为,要实现«２０３０愿景»⑨ 所列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跨部门伙伴关系.学术

界、工业界、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各州之间应建立协同联盟,充分利用联邦、州和企业的投资,鼓励建立企业研

究实验室,打破学术与工业界之间的隔阂,在国内各地和各界发挥最大影响力.他强调需要通过转化研究、

技术转化合作、孵化企业等途径将基础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市场应用.同时,简化知识产权政策,建立新的

技术商业化协议模式,确保成果转化的便捷和速度.

４　国际合作需兼顾开放透明与国家安全

早前,NSF被指责疏于对所资助的研究开展国家安全审查.一些人呼吁严厉打击,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会

扼杀美国的创新精神.对此,潘查内森采取中间路线,认为 NSF支持的都是开放、透明和可发表的研究,但
也必须有恰当的保障举措.他既强调透明和开放的传统科学价值观,又认为必须对违背相关原则的人采取

必要措施来确保国家安全.针对采取何种措施,潘查内森与其前任科尔多瓦观点相同,认为不需对敏感的基

础研究采取额外防控,而是沿用１９８５年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与工程信息转移政策»(即 NSDD１８９)对敏感

研究进行分类管控即可.

国际合作方面,他强调任何守规矩,尊重科学过程和科研诚信,倡导开放、透明的科学文化,并支持真正

的对等合作的国家都是 NSF的合作伙伴.他认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但涉及自然科学、工程、行为

和社会科学、也与文化和政策密不可分,需要通过更强有力国际合作形成创新方法加以应对.⑩

潘查内森１９６１年生于印度金奈,１９８９年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１９９７
年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工作.２００９年出任该校首席研究官,２０１６年任执行副校长兼首席研

究与创新官,主管研究、创新创业、战略伙伴关系和国际发展等.在其主管的十年内,ASU 研究指数提

高５倍,成为美发展最快的研究型大学,并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Report)评为

全美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学.潘查内森于２０１４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SB)成员,并担任下

属战略委员会主席.２０１８年出任亚利桑那州州长的高级科技顾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被总统特朗

普提名为 NSF主任.

　　⑨　https://www．nsf．gov/nsb/publications/２０２０/nsb２０２０１５．pdf．
　　⑩　https://beta．nsf．gov/scienceＧmatters/leaderＧaiＧbreakthroughsＧchampionＧinnovationＧandＧinclus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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