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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模式助韩国打造世界一流基础研究院 

日期：2013年12月03日      科技部 

    马普学会是德国最重要的国立基础研究机构，也是世界顶级的科研组织，被誉为“诺贝尔奖军事院校”，

其高度的科研自主权和国际开放性被科研界赞为榜样。近日马普会刊刊登文章，介绍了韩国采用马普模式推动

基础研究的情况。 

    韩国在应用研究、高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擅长师从他国创新理念并在产业化过程中

再创新，相关产品甚至优于“师傅”本身，从三星和苹果的争端即可看出。但韩国政府认为，中国即将在这一

优势上取代韩国，为保证未来的领先地位，韩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为新技术开发提供导向力。2011

年，韩国颁布一项法律，推动“国际科学与商业带”计划（ISBB），其核心举措之一就是斥资5.17万亿韩币

（约合44亿美元），仿照德国马普学会模式，建立“基础研究院”（IBS），并建造该国第一台罕见同位素加速

器。时任总统李明博在IBS剪彩典礼上发言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复制和追踪先进的技术。然而，为

跻身发达一流国家行列，我们必须基于基础科学和基本技术谱写创造新的历史。” 

    在立法保障下，IBS将在2017年前建成50个研究中心（目前已完成20个），招募3000名研究人员，每所研

究中心平均有10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并将由聘用合同为10年的世界级科学家所领导。根据全球趋势，IBS把

生命科学作为其首要研究任务，天文学和物理学将位居其后，然后是化学、数学和地球科学。马普模式首先赋

予科研人员很大的自主权，研究中心主任可自行决定研究方向、人员聘用及运营管理措施；其次是在项目评审

中突出国际开放性，设立了“项目评审委员会”，面向全球招标，由德国马普学会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所长

Peter Fulde担任主席，另外还有两名德国马普科学家入选评委会，评委会成员一半来自国外，使评审过程力

求客观公正，也推动了科研项目的国际合作；马普的另一个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韩国的大学虽也从事

基础研究，但成果不多，IBS将专攻一些需要大量研究人员、因此难以在大学和其他研究中心完成的长期项目；

此外，马普模式还打破了科研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局面，因地制宜按照地区科研优势确定研究中心的研究方

向，保障地区科研平衡的同时又能促进多样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