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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协办

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 郭爽）在近
日发布的2022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中，
中国机构科研产出大幅增加，有4家中
国机构入榜全球10强。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
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下属机构
编制并定期发布，它追踪发表在82本
高质量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根据有关
机构、国家或地区所发表论文的数量
和比例等，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
及合作情况。

根据自然指数的关键指标“贡献
份额”，中国科学院在自然指数机构排
行中继续位居榜首，其份额是排名第

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两倍多。中国科
学院大学由第13位跃升至第8位，首次
跻身机构榜单全球10强，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跃升两位至第9位，北京大学跃
升两位至第10位。

全球机构10强中居于第3至7位
的分别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
亥姆霍兹德国研究中心协会、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

此外，自然指数年度榜单还列出了
2020至2021年上升最快的50家机构。
中国机构在该榜单也居于首要地位。上
升最快的前31家机构均来自中国，50家

机构中只有10家来自中国以外。这与
2021年的榜单相比有显著变化，当时上
升最快的前10家机构中，中国仅占两席。

在国家和地区榜单中，美国保持第
一，但其2021年科研产出较上一年下降
6.2%，是前10名中降幅最大的国家，也
是该国201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
位居第二，2021年科研产出增长14.4%，
是前10名中涨幅最大的国家。位居第
三至第十的国家是德国、英国、日本、法
国、加拿大、韩国、瑞士和澳大利亚。

2022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是基于
2021年 1月 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的
自然指数数据。研究人员指出，这一

最新结果可能表明中国政府对科学的
长期投入正在开始取得成果。专家指
出，中国突出的科学表现可能在未来
几年持续下去。

自然指数创始人戴维·斯温班克斯
在一份声明中说：“自然指数年度榜单
表明，中国通过其大型、现已发展成熟
的机构的科研投入，正在自然科学领域
产生持续不断的研究成果。2021年，中
国研发投入已占GDP的2.4%，显示了中
国对该领域的承诺。今年，中国资金投
入对于科研增长产生的影响更为突出，
尤其是与我们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日
本等其他国家所看到的变化相比。

深耕基础研究 培养科学精神
照亮科技强国之路

■ 程 豪

2022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中国科研产出大幅增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上指出，我们牢牢把握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只争朝夕的使
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全球科技
发展先机，在基础前沿领域奋勇争先。

基础研究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
撑。对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目标方针，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咬定青山
不放松，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大
力培养科学精神，逐步积累形成更多
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的突破，加快推
动我国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
究强国”迈进。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之基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
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高度重
视基础研究工作。

基础研究是突破核心技术的关
键。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进步
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创造与发明。基
础研究中科学问题的解决对于推动社
会进步、突破发展瓶颈至关重要。我
国面临的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追溯根源都是在基础研究的关
键问题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时强调，“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眼全球，
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高
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勇于探索、突出
原创，弥补基础研究短板，有效推进国
际一流的基础研究工作。

科学精神是原始创新之魂

科学精神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不竭动力，更是激发原始创新活力的
强大支柱。

一是科学成就离不开科学精神支
撑。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成果需要追求
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更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长
线”坚持。尤其在我国科技事业建设
过程中，每一项历史性成就的取得都
离不开科学家们的忘我奋斗，离不开
科学精神的大力弘扬。

二是人才培养要重视科学精神的培
育。人才是原始创新的关键所在，国家
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基础研究
更需要具备科学精神的优秀人才。而一
个国家人才培养实效性的强弱关键在于
能否始终坚守科学精神。因此，人才自
主培养要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视青
年人才培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
面临新挑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
深刻变革。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加快
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面临3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基础研究人员的支持力度
有待加强。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总
量不够充足。由于基础研究成果大多
数存在不能马上得到应用的特点，部分
基础研究人员未得到长期稳定的保障
和支持。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以
政府投入为主，企业投入占比较小。只
有少数几家企业长期热衷于基础研究
工作，并重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二是基础研究的工作环境有待优
化。不少基础研究成果需要研究人员
在开放宽松的科研环境中大胆假设、
自由探索。部分基础研究工作受既定
任务要求的限制，不允许研究人员在
宽松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内，攻克关
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高质量基础研究产出。

三是基础研究评价考核机制有待
完善。部分基础研究工作的考评机制

强调成果产出，不完全符合基础研究
学科的特点。在具体考评环节中，缺
乏直观体现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不利
于基础研究人员在良好的科研环境与
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充分发挥科学精
神、采撷科研硕果。

多力合璧引领新时代
科技强国建设的方式方法

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坚持不
懈培养科学精神，共同推动建设新时
代科技强国稳步向前。立足当前局
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倒逼
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补齐基
础研究之短板，弘扬科学精神之大义，
合力为建设科技强国赋能，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具体来说，可以从
以下3个方面发力。

一是多管齐下加大基础研究持续
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财政力
量，优化研发经费结构，提高基础研究
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制定长期稳定
的经费支持机制，减轻基础研究项目
经费管理负担，保证基础研究人员将
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工作。鼓励
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制定相关优
惠政策和激励措施，为企业加强基础
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提供便利。

二是多方合力营造基础研究工作
新生态。政府要坚持弘扬科学精神，
鼓励基础研究人员大胆假设、自由探
索，营造良好科研环境。主管部门要
结合基础研究工作的实际特点，明确
制定管理机制，简化基础研究经费报
销审批流程，切实为基础研究人员服
务。高校科研院所要充分调动学术资
源，建立健全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机制，
打造开放融通的学术氛围。

三是多措并举强化以科学精神为
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考核机制。建立
健全基础研究评价考核机制，明确科学
精神在执行基础研究工作过程中重要
作用，探索出符合基础研究学科特点、
满足基础研究人员实际需求的评价考
核机制。贯彻落实服务于基础研究人
员的各项举措，保障基础研究人员充分
发挥自主创新优势，彰显科学精神内
涵，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