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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深海圈层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获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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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讯 近日，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复中国海洋大学“深海圈层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立项建设，成为继第一批七个中心之后，教育部第二批立项的七个前沿科学中心之一，也是山东省首个

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第二批其他6个前沿科学中心的依托高校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6所高校。

　　前沿科学中心设立于2018年，是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教育部推动高等学校加

强基础研究、实现创新引领的重要举措。按照教育部要求，前沿科学中心将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的重要抓手，凝聚整合创新资源，发挥学科群优势，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团队，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

合，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试验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枢纽，成为我国在相关基础前沿领

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中心和人才摇篮、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学术高地，率先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

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深海作为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生存空间，是建立和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重要窗口。中国海洋大学牢牢

把握教育部建设前沿科学中心的重大历史机遇，积极谋划、科学组织、统筹兼顾，由吴立新院士担任首席科

学家高起点筹建“深海圈层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着力提升深海多圈层相互作用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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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能力，致力打造全球深海科技创新高地和一流创新人才培养摇篮，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一

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整合海洋高等研究院和四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和力量，依托海洋一流学科，发挥大气、

地质、化学、生物、信息等多学科综合优势，汇聚该领域高水平人才团队，聚焦深海能量物质循环及其气候

效应、海底圈层耦合与板块俯冲、深海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三大关键科学问题，以深海观测、探测、模拟

以及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率先切入深海战略要地，进行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大胆开展“非共识项

目”和“无人区”问题的探索，着力提升深海多圈层相互作用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原始创新能力，力争在深

海圈层与地球系统重大前沿领域、国家深海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科技创新与服务支撑能力方面发挥引

领作用。

　　学校将中心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全方位支持中心建设，提供36000平米的海洋科技大楼作为

中心的物理空间，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和人、财、物方面的最大自主权，汇聚整合全校相关创新资源，凝聚大

团队、建设大平台、实施大计划，以稳定的长效性投入推动中心建设，形成了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核心的保障

体系，充分发挥学校海洋领域高端人才和学科群的综合优势，通过开展对深海重大前沿挑战问题的协同攻关

与原始创新，抢占全球深海研究的学术高地，引领国际深海研究。

　　中心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布局，全面落实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按照《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总体部署，结合学

校一流大学建设总体目标，大力汇聚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充分发挥海洋科学特别是深海多学科综合优

势，加速形成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增强深海领域国际话语权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逐步发展

成为全球深海与地球系统新思想、新理论、新发现的策源地，全球深海高端人才的汇聚地，国家深海开发关

键科技的支撑地，辐射带动学校海洋学科实现全球领跑，并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带动学

校办学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力争成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典范。

通讯员：李岩 袁宁 庞洪涛 魏俊峰 李建平

附：

教育部关于2019年度前沿科学中心立项建设的通知（教技函[2019]83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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