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修武卞修武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原
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从
而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
阐明疾病本质的医学科学。”
卞修武介绍，临床病理学水
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
要标准。

卞修武表示，随着生物技
术的发展，病理学的研究也进
入新时代。目前医学研究已
迈入分子检测与生物信息、生
物技术与分子医学、生物医学
资源与大数据、学科交叉与多
学科融合、人工智能与智慧医

疗的新时代。这也为病理学
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可运用很多新的方式如分子
检测、基因诊断与编辑、干细
胞再生、大数据分析等方式进
行病理研究。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卞

修武将带领团队建设先进病
理研究院。“研究院将承担人
才培养、医疗服务、学科发展、
技术研发、临床研究等任务。”
卞修武表示，按初步规划，研
究院将拟建病理诊断、国家疾
病诊断示范与推广、专家遗传
资源和诊断大数据、疾病诊断
试剂和设备临床试验、智慧
（病理）诊断技术创新、医学病
理教育等基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

病理学研究已进入新时代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
继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之
后打造的中国经济‘第四
极’。”肖金成分析表示，成渝
地区人口数量多，内需和发展
潜力很大。

“重庆和成都两座大城市
各自的辐射半径是150公里，
刚好形成两圆相切的局面。”
在肖金成看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和西部科学城应以创
新体制机制为抓手，加强科技

经济的融合，发挥高校和科研
院所人才、资源集中的优势，
加强政产学研协调互动，构建
城乡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创
新型社会。

肖金成建议，根据成渝

两地的优势和特点，可通过
公共服务建设共享共建、产
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
保共治等方式，培育发展一
批现代化都市群；打造现代
服务业、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特色农业等产业，构建金
融、商贸、物流、科创和文化
中心，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

多渠道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创新型社会

肖金成肖金成

陈鲸陈鲸

陈鲸表示，坚持高质量
科技供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的重要支撑。西部科学
城要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分析和研判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口，
加快建设重大平台、重大项
目、重要园区，充分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提升科技供给质

量。
陈鲸认为，目前的科技

创新已转向大科学研究为主
方向，在科技上具有投入大、
多学科、多主体等特点。在
科技创新的导向、组织方式、
创新主体的地位及创新成果
的分布方面都有很大的变
化。

“大科学时代也对跨区
域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出
了迫切要求。”陈鲸建议，在
西部科学城的建设过程中，
要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科
技创新治理体系，以全球视
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破除科
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
制障碍，强调市场体系在构

建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发挥市场对创新资
源和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
用；深入推进科技计划管理
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科技
管理平台，减少科技计划项
目重复、分散、封闭和资源配
置“碎片化”的现象；建立科
技成果评价的标准化、规范
化、专业化流程，从而探索科
技开放合作的新模式、新路
径、新体制，实现区域内科技
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电子电信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鲸：

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刘清友刘清友

论坛上，刘清友作了《校
地协同促发展 科技创新赢
未来》的主旨报告。刘清友
称，川渝拥有普通高等院校近
200所，是建设西部科学城的
重要力量，其中“双一流”建设
高校共3所；“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共7所，具备很好的科
技创新基础。

刘清友建议，成渝高校要
共建西部科技中心，从顶层设
计提升区域内的协同发展创
新能力，从而形成一体化发
展。他建议从6个方面着手建
立“成渝高教新区”，包括建立
成渝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保
障体系、技能职业资格互认体
系、课程学习和实习成果互认

体系、联合攻关重大问题合作
机制、教师实践培训与支持帮
扶机制、跨校交流与轮岗学习
机制，这样更有利于从教育、
人才资源的基础上保障科技
创新。

在科技创新协同方面，刘
清友建议以川渝高校的“双一
流”学科、特色学科为抓手，建

立高校协同联盟机制，支撑科
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如在“5+
1”现代产业体系方面，可以川
大、电子科大、重大、重邮为牵
头高校；交通基础设施方面，
可以西南交大、重庆交大、电
子科大、成都理工为牵头高
校；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可以
川大、重大、成都理工、西南交
大为牵头院校，各校优势互
补、协作攻关，推动产业集群
整体发展，实现成渝地区的高
质量协同发展。

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清友：

成渝高校优势互补 共建西部科技中心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面向
未来的必然选择，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发展新格局
的重要支撑。”在重庆市综合经
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看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良好的发
展基础，蕴藏巨大发展潜力。

他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突
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强化要
素市场优化配置，牢固树立一
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
划、一体部署、互相协作、共同
实施，唱好“双城记”。

“首先，我们应该系统把握

国家系列战略和定位以及省市
发展设想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两省
市发展相向而行，建立协同机
制，使国家层面规划和两省市
发展规划有机叠合。”他说。

其次，他认为，要提高科
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国家科

技创新中心，包括打造和提升
科技创新平台，集聚科技创新
资源要素，推进核心技术攻关
和成果转化等。同时，促进区
域生产力合理布局，发挥各自
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技术链之间形成紧密联
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此
外，还要推动国内国际合作开
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激发全社
会发展动力等。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

唱好“双城记”要推动两省市发展相向而行

易小光易小光

论坛上，王嘉图介绍，中科
院国家科创中心领导小组负责
领导和推动全院国家科创中心
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
顶层设计，目前正积极谋划成

渝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王嘉图表示，川渝在新能

源、航空航天、汽车、绿色食
品、新型材料、医药健康、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方面都

很有优势。中科院将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核心区与重庆
市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重庆
科学中心，在成都与四川省共
建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

此外,中科院还将建立中
科院成都学院和中科院重庆
学院。其中，成都学院主要围
绕光电技术、生物、地质灾害
与生态环境、化学、计算机科
学等优势学科，重庆学院则主
要围绕人工智能、生态环境、
新材料等领域，打造科教创产
融合发展的学院。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嘉图：

积极推进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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