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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明彬  杨旭

对张勤的采访，让我们感受最深

切的是他“心静神安，书香室宽”的

人生睿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办

公室里，沉稳谦和的他和我们分享了

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我们领略到了

他独特的气质修为。面对学校，他心

存感激；面对社会，他满怀信心；面

对国家，他寄予希望；面对人生，他满

怀激情。他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给我们

带来了思想的收获和智慧的启迪。

求学之路，初显领导才华

张勤，1956年出生于重庆。在十

年“文革”结束后，他参加了1977年

的高考，步入清华园，在这里开始了

他的求学与科研之路，从此与清华结

下不解之缘。因为经历了十年动乱，

1977年恢复高考后录取的学生年龄跨

度都非常大，地域分布也特别广，同

学之间的差别也是异常明显。但是，

所有清华的学子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

和良好的习性，那就是对知识的渴望

和追求。课堂上老师讲解的内容、

课后布置的习题和书本上的知识远远

不能满足这些年轻的求学者们对知识

的渴求，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课外时间

都花在了学习上。也就是在这段艰苦

而难忘的学习时期，张勤显露出了他

出众的学习、领导和科研能力。本科

期间，他是工物系因材施教生，还参

胸怀天下的专家型领导
——记中国科协常委张勤

加过校民乐队。硕士期间他就开始在

IEEE等国际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与此同时，他优秀的组织能力也

逐渐崭露头角。在本科四年半期间，

他担任了三年半的班长；在硕士和博

士期间，他担任了清华大学校研究生

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会主

席和全国学联副主席。在任期间，他

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研究生社会实

践活动，并建言将其纳入正常教学

内容、考核成绩计入学分。他极力主

张让学生走出学术的象牙塔，积极投

身社会实践活动，多参与各种类型的

社会活动，多了解形式各异的社会现

象，从而促成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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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制度的建立。同时，在他的倡

导和组织下，校研究生会也进行了积

极的改革，开始推行民主选举制度，

校园内一度掀起了研究生会主席的竞

选热潮。也就是在此期间，张勤的团

队组织能力和协调控制能力得到了历

练，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坚实而良好

的基础。

1987年，张勤因为出众的表现和

良好的成绩，受到美国田纳西大学国

际著名学者Jerry	B.	Fussell教授的青

睐，经国家教委的同意，以博士生联

合培养和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田纳

西大学学习，之后又师从美国工程院

院士David	Okrent教授和国际著名学

者George	Apostolakis教授，到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从而开始了为期

两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回国治学，常怀感恩之心

在海外求学期间，张勤依然心怀

祖国，在醉心科研的同时，也时刻关

注着国内形势和动态。在国外求学期

间，张勤在国际杂志和会议上发表了

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

果，并开始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我国

核电安全领域，为他日后取得良好的

科研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在交谈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到，

清华大学不是一所普通的高校，我们

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目光不应该仅

局限和停留在课程的学习上，更要志

存高远、胸怀天下，要以成为国家的

栋梁为目标，以振兴祖国为己任。他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用自

身的行动一直在承担对国家的那份责

任。1989年在美做访问学者期间，虽

恰在“六四”风波之后，但他回国报

效的理想和初衷并未动摇，毅然拒绝

了美方导师的多番挽留，放弃了优厚

的条件和待遇，义无反顾回到中国。

回国之后，张勤再度踏入清华园，进

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博

士后流动站，开始了他两年的博士后

生涯，并承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科

研课题，将他在美国开始的核电领域

人工智能研究带入中国，为我国开展

该领域的研究拓展了一片天地。

作为学长，他也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意见和中肯的建议，包含着对后

辈的期许和勉励。他说，在我们日常

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之中普遍存在着一

些常规性缺点，比如学习过于机械，

同时也太过现实，太注重功利性，目

光比较短浅，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

蒙蔽，缺乏一种追求pure	science	的

精神，同时也缺乏像他们当年的那份

历史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张勤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位

置，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是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

1993年10月，在博士后出站并

担任了一年半副教授以后，张勤怀揣

着振兴中华的豪情，离开了清华，踏

上了商界之旅。在后续的三年里，他

陆续担任了科技部中国技术创新公司

产业部经理、厦门技术创新联合公司

总经理。在商界里，他努力工作，兢

兢业业。经历了三年半的风风雨雨之

后，张勤对社会的微观经济运作方式

有了真切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也正

是这段工作经历，让他了解到了中国

经济活动的深层次情况，并初步涉足

知识产权领域。

踏上仕途，丰富人生阅历

1997年至2003年，经学校领导和

地方领导的举荐，张勤受命出任刚刚

直辖的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开始了他的仕途之旅。其

间经历了许多难以言表的甜酸苦辣。

2003年6月至2009年6月，张勤调

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负责全国

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工作、兼任国家知

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在任期间，他

在吴仪副总理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策

划组织了由中央33个部门参与的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作为国务院

2008年6月5日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的课题组长和战略制定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为

这个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

血。目前，他又被调任为中国科协书

记处书记。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开始，张勤就

开始和知识产权打交道，迄今已发表

了许多学术论文，绝对称得上是知识

产权方面的专家和权威。因此，当一

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张勤便立刻有

了许多发自内心的感慨。

张勤认为，知识产权对于一个国

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常

人的心目中，一说到知识产权，脑海

里浮现出来的第一印象就是专利。但

通过与张勤的交流，我们了解到自从

2001年中国进入WTO开始，我们与发

达国家之间最主要的竞争就是在知识

产权方面。张勤到任知识产权局后，

处理的第一个案例，便是奇瑞QQ侵

权案。这件事更是让他意识到，我们

张勤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

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清华大

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双聘教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

生导师。1978年至1989年，在清华大学攻读核反

应堆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1987年至1989年在

美国田纳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

者。1989年至1991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

统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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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2005

年，张勤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发起和制

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并积极投身

于战略的实施工作。

在谈及目前存在的一个社会热

点问题——“山寨”现象时，张勤告

诉我们应从多维度来思考这个现实问

题。一是对那些明显存在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的，应该严格依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坚决打击；二是对于不存在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但未经国家有关

质量和入网检测的，应该从政策措施

上区别对待，实施合理的规范管理。

对于那些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新的，政府应

该调整政策，给予积极的正面引导，

让其步入正规途径。张勤提到创新性

差是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坚持我们的自主创新才是中国未来发

展的关键。中国应该培养自己的“精

英群体”，加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

养。他说，创新往往是从模仿开始

的，因此，“山寨”现象的存在有其

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宜一棍子全部

打死，要区别对待和正确引导。但在

知识无国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种低级别的仿制

上，应该多鼓励原始创新，这才是国

家未来的希望。

甘于寂寞，始终钻研学术

张勤对我们提到，这一生有三件

事让他感到欣慰。第一是制定和实施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第二是提出了原

创性的动态不确定因果图理论，第三

是完成了国家重大软课题——《磁浮

列车重大技术经济问题研究》。

一提到动态不确定因果图理论，

张勤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也难怪，这

是他在这么多年投身仕途的同时，甘

于寂寞，长期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

的结果。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而他

以二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动态不

确定因果图理论的初步创建，并得到

了多位院士的肯定，现在已开始在产

业界初步应用。

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终得正

果。在当今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张勤

依然能够保持那宁静淡泊的心态，可

能正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因素。

而这也正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是我

们需要学习的。

科研成果应该来源于扎实的基

础，来源于反复的论证，来源于长期

的积累。这正是张勤想告诉我们的。

面对人生，尽显洒脱智慧

毕业后的这几十年张勤经历过几

起几伏，走过了学术、商业和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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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一直保持着一份平和的心态。当

被问及为何能始终保持这份心态时，

他却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很了

解我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我能够坦然

面对这一切”。这是一份多么高尚的

情操，一份多么难得的人生智慧。正

是因为他心中只存有“报效祖国”的

愿望，存有追求真理的理想，并不在

乎自身的境遇如何，始终保持着为祖

国做贡献、强我中华的意念，才能够

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奋进，取得突出

的成绩，成为一位在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与政治管理各方面都有特长的专

家型领导。

“奋发图强，脚踏实地，心存高

远”，这是采访结束时张勤对我们的

寄语。正合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

清华校训。这不但是学长对我们的一

片希望，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践行的

标准，相信这也是美丽的清华园给他

的人生所留下的烙印。同时，他再次

提到现在的清华缺乏追求pure	science

的精神，我们的治学需要更加严谨，

清华不应该仅仅是“工程师的摇篮”

和“科学家的摇篮”，更应该培养中

国的栋梁之材，每一位清华人都应当

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和舍我其谁的

雄心。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后）

张勤（中）在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新闻发布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