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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副会长、科服委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周玉致辞。2．主论坛现场。5．高教创新主题大

会现场。

2月18--19口，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技服务专

家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服委)、中国科学学与科

技政策研究会融合创新专业委员会、福州大学共同主

办的“科技协同融合创新”论坛在福州召开。本次

论坛以“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协同高校、科研院所、智库及产业界力量，

深入研讨一体化融合发展及科技创新相关议题。

学会副会长、科服委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玉出席会议并致辞。周玉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

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和文化第一软实力的

重要结合点，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强自立、

人才引领驱动一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与平台，是实现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的重要一环。科服委将

努力整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及高新技术

企业等资源，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协同创

新，努力把高校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科服委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

李志民，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罗喜胜分别作“科技评

价——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什么” “关于基础研究的

几点思考”的主题报告。科服委副秘书长：深圳大学

副校长周辉、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黄忠德、清华人

学教授周羽围绕“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 “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

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探索” “从地方新型研发机构到国

家级实验室的探索启示”等主题进行报告发言。学会

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科服委副主任委员、

郑州大学副校长屈凌波出席论坛。

论坛设置了26场主题报告，全国120多家单位

300余位代表参会。与会专家围绕交叉融合创新与科

研范式变革、创新生态、协同创新、科技评价等生题

作报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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