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尝试，超值回报
原创性基础研究硕果

累累，成果转化前景可观

北生所坐落在北京北六环附近的

昌平北京生命科学园内。与周边近几

年新起的楼宇相比，这座四层小楼显得

很不起眼。当我们走进安静的一楼大

厅，仔细浏览各个实验室主任的成果介

绍时，不由得肃然起敬——

王晓东实验室致力于阐明细胞死

亡的分子机理，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细

胞凋亡的关键分子机理，证实了程序性

坏死通路为生殖系统器官程序性衰老

的生化程序，为探明包括癌症、自身免

疫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

病等主要疾病的发病机理和相应的治

疗路线开辟了道路；

邵峰实验室聚焦病原细菌感染宿

主和宿主先天性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

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细胞焦亡可高效

诱导机体产生抗肿瘤免疫活性，为发现

导致相关疾病的根本机理找到了许多

新线索；

罗敏敏实验室研究哺乳动物处理

奖赏与惩罚的神经环路机制，特别是中

缝背核及内侧缰核两个脑区及相连的

神经环路的作用，为研究抑郁、精神分

裂等精神疾病的致病机理和治疗手段

打开了希望之门；

龚荣文实验室在干细胞增殖和分

化时细胞的命运抉择等行为的分子调

控机制上取得多项突破，提供了肠道肿

瘤、代谢性疾病等肠道相关疾病防治的

理论依据和试验基础……

“实验室主任们都很忙，许多新成

果都没来得及更新。”前来迎接的行政

副所长黄嵩告诉记者，截至 2020 年 12
月，北生所独立发表高水平论文 500 多

篇，其中 48 篇发表在《自然》《科学》《细

胞》杂志上，专利授权近 40 项，在国内外

同等规模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中处于

领先地位。

根据科研人员发现的新靶点、新分

子机制，北生所已孵化了 6 个从事原研

药开发的生物科技公司。其中，王晓东

和张志远创办的维泰瑞隆，已筛选出 4
个候选药物，用于治疗脑中风、帕金森、

抗衰老等，其中抗衰老新药已进入Ⅰ期

临床试验；李文辉、隋建华创办的华辉

安健，开发的抗乙肝新药，今年将开展

Ⅱ期临床；黄牛成立的瑞璞鑫，在研究

“老药新用”的同时开发了治疗肥胖相

关代谢疾病和肠易激综合征的多款新

药，其专利已分别得到美国、日本批准，

即将进入临床试验；汤楠成立的普沐生

物，开发的治疗原发性肺纤维化候选药

物，今年将申请临床试验……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承

担了科技部的重要课题。”黄嵩介绍，汤

楠、李文辉团队合作，已在新型冠状病

毒宿主入侵、适应宿主和肺部损伤机制

等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李文

辉、隋建华团队开发的可溶性 ACE2-Fc
抗体样药物候选分子，能有效阻断病毒

与 ACE2 受体结合和病毒入侵；黄牛团

队正联合多个单位，开发针对冠状病毒

家族的广谱抗病毒药物。

选人不选题，天高
任鸟飞

给实验室主任最大科
研 自 主 权 和 科 研 辅 助 支
撑，引导他们做最具挑战
性的原创性基础研究

我们在会议室等到 10 点半，所长王

晓东、学术副所长邵峰与李文辉、汤楠

等几位实验室主任匆匆赶来。原来，他

们刚完成了两位实验室主任候选人的

视频面试。

北生所每年都会从数以百计的全

球应聘者中，筛选新的实验室主任。先

由资深研究员组成评选委员会初选，不

到 1%的申请者进入第二轮；之后，王晓

东、邵峰与资深研究员一起面试，听候

选人自我介绍，进行详细的现场问答；

最后，评选委员会综合评分，择优录取。

“作为所长，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招人。”王晓东告诉记者，北生所最大的

特点，是“选人不选题”。“我们看重的不

是你打算做什么具体课题，而是看你是

不是对科研真正有热情，能不能沉下心

来做最具挑战性的研究。”

“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很难说有什么具体标准。”邵峰接

话说，“我们就是看‘你能做什么、愿意

做什么’，这两点比‘以前做了什么、现

在做的是什么’更加重要。”

新实验室主任到岗后，想做什么研

究、怎么做，所里从不干涉，更不会要求

何时出成果，发多少论文。

“我来所里 4 年了，晓东和邵峰还没

来过我的实验室。”“80 后”实验室主任

韩霆告诉记者，2017 年刚到北生所时，

他手上没有什么选题，也没想好从事哪

方面的研究。“当时我的博士后已经结

题，晓东就对我说了一句‘一定要跳出

原来的框框，做些不一样的事’。”

实验室启动后，在一步步摸索中，

韩霆逐渐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开发新型的抗癌小分子药物。经过几

年攻关，他发现“利用‘分子胶水原理’

开 发 药 物 ，能 够 让 两 个 蛋 白‘ 粘 ’在 一

起，一个让另一个发生改变，从而影响

人体机能。”韩霆介绍，虽然还需要进一

步“积淀”，但“分子胶水”已经展现广阔

的应用前景。

同韩霆一样，北生所的其他实验室

主任，很多都是实验室建立以后逐渐明

确 研 究 方 向 ，然 后 自 主 定 题 ，自 由 探

索。李文辉由原来的艾滋病病毒和冠

状病毒研究，转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能

否成功的课题——寻找乙肝病毒的受

体以及相关药物研发；博士后期间研究

血管、气管发育的汤楠，现在转到了肺

损伤后再生研究，并在肺泡再生障碍、

肺纤维化致病机理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陈婷的研究课题，则从干细胞缩小到皮

肤干细胞、毛囊干细胞，深钻细挖。

“ 基 础 研 究 特 别 是 真 正 的 原 始 创

新，是很难写在纸面上、按计划进行的，

只有在科学家的大脑里不断孕育、大胆

探索、灵活调整，才有可能在一个非常

动态的过程中取得突破。”在王晓东看

来，在科学发展高度细分和专业化的今

天，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面临极大的

不确定性，靠“命题”“计划”的方式很难

做出原创成果。“做基础研究就像园丁

种花，只要把最有创意、最有动力、最有

能力的青年科学家选拔出来，给他们充

分的心灵自由和物质自由，假以时日，

自然能做出一流的原创成果，种出一个

百花争艳的花园。”

经费包干，薪酬固定
科研人员不用为经费

操 心 ，唯 一 关 注 的 就 是
科研

邵峰是第一批加入北生所的实验

室主任，当时北生所还没正式挂牌，大

楼里面空空荡荡，四周全是农田。问及

他 为 何 看 中 这 片“荒 地 ”，邵 峰 想 了 想

说：“因为一个承诺。”

那 是 2005 年 下 半 年 ，在 哈 佛 医 学

院 做 完 博 士 后 的 邵 峰 已 在《细 胞》和

《科学》上各发表了 1 篇论文，多家顶尖

机构向他发出了邀请。但与王晓东一

番 面 谈 后 ，他 毫 不 犹 豫 地 选 择 了 北

生所。

王晓东的承诺是：你来北生所不用

为经费发愁，也不用到处跑关系、申请课

题，所里每年给你 200 万元的经费支持，

连续支持 5 年；钱怎么花你自己做主，只

要是用在科研上，花超了也没事儿。

这种经费支持方式，就是北生所探

索实施的科研经费包干制。

据王晓东介绍，北生所目前有 26 个

实验室、13 个技术辅助中心，总人数接

近 800 人。“在科研经费分配上，我们一

开始就实行经费定额包干制。”

具体 办 法 是 ：新 招 聘 的 实 验 室 主

任为研究员，每年科研经费 200 万元；

5 年通过评估后实验室主任晋升为高

级研究员，科研经费增加 100 万元；第

二 个 5 年 评 估 后 ，实 验 室 主 任 晋 升 为

资 深 研 究 员 ，科 研 经 费 再 增 加 100
万元。

说到科研经费，实验室主任们显得

很轻松。在这里不需要为科研经费发

愁，唯一操心的就是怎么做好科研。既

不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找钱上，也

不用为了买个仪器去打报告；更不用像

会计那样，年初煞费苦心做预算，年底

一笔一笔对账报销。

北生所的科研经费不仅长期稳定，

而且使用灵活。第一个 5 年花不完的

钱，可以自动结转到下一个 5 年；哪个实

验室的科研经费不够了，可以与其他实

验室调剂。

科研经费包干，会不会有实验室主

任乱花钱？

“我们有严格的制度。”黄嵩介绍，

北生所有严格的财务“后把关”：实验室

的试剂耗材采购和学生、博士后的差旅

等费用报销，实验室主任签字即可；实

验室主任产生的差旅费报销，由行政副

所长签字；行政部门的财务会计，每个

月都会把各个实验室的开支明细给实

验 室 主 任 ，每 笔 钱 干 了 什 么 都 一 清

二楚。

在王晓东看来，原创研究是挑战人

类的认知极限，难之又难，只有全身心

地长期投入才有可能获得突破。因此，

要尽可能创造好的条件，让科研人员安

心搞科研。

这 种 支 持 ，也 体 现 在“ 阳 光 工 资 ”

上。北生所实行年薪制，实验室主任的

收入既不与论文挂钩，也和“帽子”没任

何关系：实验室主任分研究员、高级研

究员、资深研究员 3 档，年薪分别为 30
万元、40 万元和 50 万元，相当于美国同

类科研岗位工资的 70%。考虑到物价上

涨等因素，近几年实验室主任的年薪有

所上调。事实上，北生所的年薪在 10 年

前比较可观，现在已落后于国内许多高

校院所，能把人才留下的是该所的科研

环境和创新文化。

王晓东的想法是：一流人才要有一

流的待遇，要让他们过上体面、有尊严

的生活。如果逼得他们在科研经费上

打主意，既有损科学家的尊严，也不利

于潜心科研。

5 年一考核，国际
匿名评估

以学术论英雄，既无
情也有情

2012 年 11 月，李文辉实验室发表乙

肝病毒受体的论文后，立即在国际同行

中引发轰动。该受体相当于乙肝病毒

进入人体细胞的“钥匙”，是研发乙肝药

物的理想靶点。要知道，全世界的慢性

乙肝患者超过 2.4 亿人，其中我国约有

3000 万人，每年约 35 万人死于与慢性乙

肝相关的疾病。

这时，李文辉回国加盟北生所已有

6 个年头。

“ 你 该 准 备 材 料 ，参 加 国 际 评 估

了。”王晓东几次提醒李文辉。

在北生所，既没有年中工作检查，也

没有年终业绩考核，5 年一次的国际评

估，是北生所对实验室主任的唯一考核。

这唯一的考核极其严苛。据一位

实验室主任讲：“招聘面试时听晓东讲

完评估办法，我的汗都下来了。”

具体做法是：新建实验室运行满 5
年后，实验室主任自己提供这 5 年的工

作总结材料，王晓东和邵峰把这份材料

发给 10 位左右的国际同行，请他们书面

回答 3 个问题：1.依据过去 5 年的工作，

此人如果在你们的研究机构能不能得

到提升？2.此人 5 年的研究成果，有没

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3.根据他 5
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

能不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国际

同行对被评估的科学家匿名。

为 何 要 采 取 国 际 同 行 匿 名 评 估 ？

王晓东回答：一是保证评估水准，二是

杜绝人情关系。

北生所规定：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

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

3 个问题都要通过。换句话说，实验室

主任第一个 5 年必须达到“国际知名”，

第二个 5 年必须做到“国际领先”。

北生所还规定：通过评估的实验室

主任可以续约，职称和科研经费都晋升

一档；没通过的不再续聘，实验室主任

自动离职不说，还要退还刚来时领的 80
万购房补贴。

据介绍，截至目前，约有 20%的实

验室主任因为没通过评估而离职。

大家都是同事，评估为何要如此真

刀 真 枪 、不 讲 人 情？“如 果 我 评 估 没 有

过，也一样会走人。”王晓东说，“科学

研 究 是 人 类 的 智 力 竞 赛 ，必 须 尊 重 规

则 、优 胜 劣 汰 。 一 流 的 科 研 条 件 和 充

分 的 科 研 自 由 ，必 须 由 一 流 的 成 果 来

验证。”

其实，北生所的评估“既无情也有

情”。邵峰由于表现突出，第四年就通

过了国际评估，由研究员晋升为高级研

究员。李文辉因为忙于研发乙肝药物，

第一次评估拖了两年；他的 3 个问题全

都过关，一次评估就由研究员“跳”到资

深研究员。

实 验 室 主 任 们 对 这 种 评 估 非 常

认 可 。“ 北 生 所 的 考 核 既 严 格 又 简

单 ，就 是 以 学 术 论 英 雄 ，既 不 数 论 文

也 不 看‘ 帽 子 ’，就 看 你 是 不 是 做 出

了 好 的 工 作 。”汤 楠 告 诉 记 者 ，“ 你

在 学 术 上 厉 不 厉 害 ，不 是 说‘ 填 补 了

国 内 空 白 ’，而 是 要 拿 到 国 际 上 比 一

比 。”

文化无形，效果可见
实验室主任们把“取

得原创性发现”作为最高
追求，不需扬鞭自奋蹄

北生所，除了有形的评估压力，还

有无形的文化熏陶。以“追求卓越、平

等民主、严谨求实、分享合作”为特色的

科研文化，鼓舞、激励着科研人员不需

扬鞭自奋蹄，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陡峭山

路上奋勇前行。

“你们实验室做这个课题的意义何

在？”“实验结果是不是可靠？”……在北

生所的实验室主任学术讨论会上，经常

听到类似的质疑。

除了每年夏季的学术年会和不定

期的科学家学术报告会，北生所每周举

办实验室主任学术讨论会，大家介绍自

己的研究进展，之后互相点评、讨论。

“ 每 次 讨 论 会 我 多 少 都 有 些 忐

忑 。”已 是 高 级 研 究 员 的 汤 楠 告 诉 记

者 ，“每 次 轮 到 我 主 讲 ，比 在 国 际 会 议

上作报告还紧张。但这种‘敲打’对我

帮 助 特 别 大 ，它 促 使 我 必 须 做 别 人 没

有 做 过 的 东 西 ，而 且 每 一 篇 论 文 必 须

经得起检验。”

王晓东和邵峰既是所领导，又是院

士，但既没有人喊“王所长”“邵所长”，

更没有人称“王院士”“邵院士”，大家都

直呼其名；

包括新加入的年轻人，所有实验室

主任的实验室都与王晓东、邵峰的实验

室面积一样；

无论是多有名的专家来作学术报

告，都是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自己找地方就餐……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本质就

是怀疑，就是挑战权威，尤其需要有批

判性思维。”王晓东认为，“批判性思维

的前提是平等，有平等才有批判。”

严厉的批评、理性的评判，丝毫没

有妨碍实验室主任们的坦诚分享、紧密

合作。在北生所，各个实验室之间、老

师与学生之间，科研上的分享合作非常

频繁，没有谁藏着掖着。

无形的文化，催生的是你追我赶的

科 研 氛 围 。 记 者 了 解 到 ，无 论 是 王 晓

东、邵峰等资深研究员，还是韩霆、徐墨

等年轻的实验室主任，周末、节假日加

班是常态，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 我 当 初 之 所 以 选 择 北 生 所 ，就

是 因 为 这 里 有 一 群 既 聪 明 又 努 力 的

同 事 。”陈 婷 告 诉 记 者 ，“ 我 知 道 同 事

们 在 做 什 么 、怎 么 做 ，就 会 反 思 自 己

是 不 是 在 做 真 正 的 科 学 。 如 果 拿 不

出 像 样 的 东 西 ，自 己 都 不 好 意 思 在 所

里待下去。”

2004 年北生所筹备时就加盟的蛋

白 质 中 心 主 任 陈 涉 ，可 谓 所 里 的“ 老

人 ”。 说 到 北 生 所 的 特 点 ，他 用 了“单

纯”一词：“这里的人就是来做科研的，

如果你有别的想法，就不该来这里。而

且，北生所永远能吸引到真正对科学感

兴趣的人。”

回顾北生所 15 年的发展历程，王晓

东的体会是：中国的科学家完全可以做

出国际一流的原创成果。

“全世界的科研成果都是摆在一张

大桌子上面，供全人类共享的。过去我

们能放到桌子上的比较少，今后能放的

肯定会越来越多。”王晓东说。

青年人担纲，挑战最难科学问题

看北生所如何做原创性基础研究
本报记者 赵永新 刘诗瑶 谷业凯

编者按：党中央、国务院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强调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基础

科学研究这个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

怎样才能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投身基础研究，创造更多引领性原创

成果，进而夯实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根基？

由科技部等 7 部委和北京市联合创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北生所），被誉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北生所成立 15 年来一直潜心

原创性基础研究，不仅取得诸多原创性突破，成为生命科学多个领域的世

界引领者，在成果转化上也迈出了可喜步伐，有望为治疗癌症、乙肝、肺纤

维化、生殖系统衰老等重大疾病作出中国贡献。

前不久，记者到北生所深入采访，探寻科研人员潜心原创科研的密码。

从零起步、以青年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北生所，何以在

短短 15 年间取得如此多的重要原创成果，成为国际领先的

科研重镇？他们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选好人才、稳定支

持、自由探索、标准引领、文化激励。

简单的做法为何如此有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北生

所尊重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自身规律，按照科学发

展的规律办事。

科技创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循道而行，事半功

倍；背道而驰，事倍功半。大道至简，如果背离科技创新的

基本规律，就是规章再多、制度再严、考核再频繁，恐怕也

会适得其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

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

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

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要建立以

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给他们充分的人财物自

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挑重担。要

用好人才评价这个‘指挥棒’，完善科技人员绩效考核评价

机制，把科研人员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

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的

生态系统”。北生所的改革探索，正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要

求的生动实践。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我

们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

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

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遵循规律 事半功倍

■深度观察R

图①至图④分别为北生所科研人

员韩霆、李文辉、邵峰、陈婷在实验室

工作。

北生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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