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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一组银白色装置占据房间一

角：3 台激光器围住带有观测窗的球形操作

台，周边绿色和紫色的光束不时闪烁。

这台装置，是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实用超

导薄膜研究团队于 2021 年初研发成功的“三

光束脉冲激光共沉积镀膜系统”。设备基于

国产部件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的部分技术

垄断。在此基础上，团队首次成功制备出大

尺寸双面钇钡铜氧（YBCO）超导单晶薄膜，

为我国制备高品质、应用型超导薄膜产品技

术带来新突破。

突破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也离不开

新型科研管理体制的激励。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节点城市东莞，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东莞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近年来，作为广

东省首批 4 家省实验室之一，松山湖材料实

验 室 成 为 东 莞 科 技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的“ 试 验

田”，体制创新“解绑”科技创新，让这家挂牌

仅 3 年多的实验室释放出更多创新活力。

瞄准关键技术难题

超导是当今世界科学界最前沿的研究领

域之一，超导薄膜技术的发展是其中一个重

要方向。

2018 年 ，松 山 湖 材 料 实 验 室 筹 备 建 设

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科院院士赵

忠贤担任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他的

倡议和指导下，实用超导薄膜研究团队迅速

建立起来，瞄准国家面临的超导薄膜系列关

键技术难题进行攻关。

“一般来说，小尺寸薄膜制备设备做出的

样品，主要用于基础研究；要投入实用，需要

大尺寸薄膜制备设备。”实用超导薄膜研究团

队负责人、研究员金魁介绍，团队最初想直接

引进一套先进的大尺寸镀膜设备，再按团队

需求改造。

然而，急需的高端设备迟迟到不了位，高

温超导研究无法推进，大家急得团团转，怎

么办？

“自主研发！”赵忠贤拍板。

说干就干。

青年研究员冯中沛博士和同事们在墙上

挂上白板，写满了相关的事项。大到整个装

置的设计装配，小到一根螺丝钉的定制，团队

“挂图作战”，环环推进，一年后研制成功。

基于该设备制备出的 YBCO 超导单晶

薄膜有突破性的创新意义，“YBCO 超导单

晶薄膜是设计高温超导薄膜器件的良好载

体，而高温超导薄膜器件则是开发未来通信

技术和超高性能雷达探测器的重要部件，具

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金魁说。

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成为一股不可忽

视的新兴科技产业力量。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瞄准材料领域基础科学前沿问题，探索形成

“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

研究—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模式。

灵活用好“钱袋子”

“三光束脉冲激光共沉积镀膜系统”自

主研发成功，离不开灵活用好“钱袋子”的科

学支持机制。此前，项目申请了一笔进口设

备的预算。从理论上讲，必须用相应的购买

票据和交易合同来报销。“擅自”改变这笔钱

的用途，拿来搞自主研发，报销过得了关吗？

金魁心里没底，只得向实验室行政部门

“求助”。

大家一翻文件，定了心。相关规定明确实

验室是专项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自主

编制年度经费预算。实验室安排专人和东莞

市科学技术局、财政局沟通，很快获得通过。

其实，自主研发成本更低、性能更优、效

率 更 高 ，实 际 花 费 不 到 采 购 设 备 预 算 的 一

半。“节约下来的钱，允许调到其他科研项目

使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主任助理王玉文

说，一些科研项目的经费确定后，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中科院院士、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主任汪

卫华对传统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感触颇深：“经

费拨付的整套规定非常细致严格，一笔经费

里面，清楚列出劳务费、设备费等各种项目，

每项多少钱，申请时就要写清楚。”然而实际

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和预算项目产生出入，报

销困难。

此外，还有不少模糊地带。一项研发工

程，所需经费往往来源于多个渠道，每个渠道

的审批报销规则都不相同，“买实验用品的花

费，到底算材料费还是设备费？开研讨会的

餐食花销，到底算会议费还是餐费……”汪卫

华坦言，这类“来回拉扯”经常发生，“课题组

必须分出专人负责，严格确保‘专款专用’”。

为解决痛点，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实施了

一系列探索，《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发展专

项扶持办法（试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财政

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出台。

东莞市科技局局长卓庆介绍，东莞支持

实验室实行符合国际创新规律的新型管理体

制和运营机制，“实验室是专项经费使用和管

理的责任主体”“专项经费使用采用负面清单

制”……在科研立项、技术路线调整、人才引

进培养、职称评审、科研成果处置和经费使用

等方面，实验室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不以论文论英雄

去年 8 月，《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印发，赋予科研人员更

大经费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包

干制”试点稳步推进，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遇到‘卡脖子’

问题，我们自主研制和创新，把一条新的技术

路线走通了。”对此，赵忠贤感慨，实验室一方

面注重研究实效，不以论文论英雄，让科研人

员集中精力搞攻关；另一方面充分信任科学

家，“允许用打酱油的钱买醋”，给予科学家足

够的自主权。

除了经费使用外，实验室科研项目具有

自主立项权；在人员管理上不定行政级别、不

设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社会化用人和市场化

薪酬制度；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评价标准不

“唯论文”“唯学历”，注重实际能力。

在人才待遇方面，允许实验室自主制定

与科研人员能力和贡献相一致的、具有竞争

力的薪酬制度；重点引进的人才团队纳入东

莞“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可根据广东有

关规定开展职称自主评审；等等。

种 种 支 持 ，保 障 科 学 家 沉 下 心 来 做 研

究。实验室特聘研究员、非晶材料课题组负

责人柯海波说：“希望激励大家摒弃浮躁心态

迎难而上，将投入转化为创新能力。”

因为创新，实验室正在努力成为有国际

影响力的新材料研发南方基地、国家物质科

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交叉开放的

新窗口。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2020 年，东莞市

出台科技计划体系改革，构建“源头创新—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创新体系。

今年 1 月初闭幕的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东莞将坚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城市

特色不动摇。

“‘十四五’时期，在科技体制方面，东莞

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和彻底的改革，真正实

现 科 技 创 新 支 撑 引 领 高 质 量 发 展 。”卓 庆

表示。

经费管理更灵活、评价体系更科学，广东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新型科研管理体制释放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由
科研院所与政府共建的新型
研发机构，近年来，瞄准材料
领域基础科学前沿问题，努力
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和重
大成果转移转化。

作为广东省东莞市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以体制创新

“解绑”科技创新，探索更加灵
活的经费管理制度、更加科学
的人才评价体系，释放出源源
不断的创新活力。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刘阳）特色新春晚会《新

春喜剧之夜》将于 2 月 1 日正月初一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

为观众带来一场欢笑的盛宴。

《新春喜剧之夜》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唯一一场

纯语言类晚会，自 2017 年以来于每年正月初一推出。晚会

以语言类节目为核心，涵盖多种喜剧类型，覆盖不同年龄受

众。在节目形式上，晚会将以创意音乐歌舞贯穿全场；在节

目内容上，既有体现师生情的“最后一堂课”，也有聚焦代际

沟通的主题等。晚会将聚焦现实生活题材，用一个个充满

烟火气的节目打动观众，在阖家团圆的新春，奉上一道“喜

剧大餐”。

晚会《新春喜剧之夜》将播出

本报合肥 1月 19日电 （记者徐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郭光灿院士团队韩正甫教授及其合作者王双、银振强、何德

勇、陈巍等，近期实现 833 公里光纤量子密钥分发，将安全

传输距离世界纪录提升了 200 余公里，向实现千公里陆基

量子保密通信迈出重要一步。

量子密钥分发基于量子物理的基本原理，在信息安全

层面上提供了窃听可感知的密钥分发手段。光量子是量子

信息的天然载体，但线路中不可避免的损耗限制了量子密

钥分发的安全距离，也是制约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部署

和应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延长光量子密钥分发

直接传输的安全距离，成为当前的难点和焦点之一。

郭光灿、韩正甫团队在 2019 年首先提出了免相位后选

择的双场类协议，并首次在 300 公里光纤信道中验证了此

类协议的可行性。经过两年多的探索，郭光灿、韩正甫团队

提出了改进的四相位调制双场协议，并进一步提升了独立

光源的锁相稳频技术、高带宽信道相位补偿技术、高信噪比

的单光子探测信号甄别技术等关键技术，将光纤双场量子

密钥分发的安全传输距离延长至 833 公里。

我国光纤量子密钥分发距离创世界纪录

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徐红梅）18 日，《春明漫

画》新书座谈会在北京燕山出版社举行，“春明漫画——李

滨声北京民俗画展”在首都图书馆春明簃开幕。新书收录

了漫画泰斗李滨声先生绘制的 100 幅老北京民俗画，还配

有他亲自设计、雕刻的藏书票，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展现

20 世纪老北京生活。在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中，观众可以近

距离欣赏漫画原作，听老先生口述北京民俗，如临其境地感

受老北京风情。

李滨声出生于 1925 年，是中国漫画最高奖项“金猴奖”

得主，在漫画、民俗、魔术、戏曲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曾出

版《我的漫画生涯》《拙笔留情》《燕京画旧》等著作。

“春明漫画”展百年北京风俗

■科技自立自强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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