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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中國已成科學超級大國
根據高引用率論文量和自然指數 從AI到超導領域均處研究前沿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消息，

「2019年，《經濟學人》曾調查中國

學術研究現狀，並提出疑問：中國是

否有一天會成為科學超級大國？五年

後的今天，這個問題得到了明確的回

答：是的。」6月12日，英國知名雜

誌《經濟學人》刊文稱，根據兩大科

學指標——高引用率論文數量和自然

指數，從植物生物學、人工智能

（AI）到超導物理學等領域，中國均

處於研究前沿，「已經成為科學超級

大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家
文物局13日在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召開「考
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稱，2023年5
月至2024年6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
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中國（海南）
南海博物館聯合組隊，使用「深海勇士」號載人
潛水器和「獅子魚」號無人水下遙控潛水器，對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開展了三階段的水
下考古調查，探明了兩艘沉船的分布範圍，共提
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928件（套）。國家
文物局表示，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的水
下考古工作，標誌着中國水下考古從近海走向深
遠海，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再現明代海上貿易繁榮景象
據了解，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發現

於2022年10月，位於海南島與西沙群島之間的
南海海底，遺址水深約1,500米，兩艘沉船其年
代分別屬於明朝正德、弘治年間。國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建忠表示，一號沉船載滿外
銷陶瓷器，二號沉船承載了海外輸入的木材，二

處沉船再現了明代中期海上貿易的繁榮景象，尤
其是一號沉船琺華器、二號沉船的烏木均是沉船
考古首次發現。
經考古調查確認，一號沉船遺址由核心區、環

形區和條形區組成。其中，核心區長約37米、寬
約11米，最高處與最低處相差約3米，由船體和
大量堆疊有序、碼放整齊的瓷器、銅器、竹木器
等構成。一號沉船遺址遺物包括但不限於陶器、
瓷器、銅器、鐵器、竹木器等，數量超10萬件。
三個階段調查共提取出水青花、青釉、白釉、青
白釉、紅綠彩、琺華、單色釉、素三彩等瓷器，
醬釉陶器，銅錢等文物890件（套），部分瓷器
外底有款，款文有「福」「正」「太平」「吳文
自造」等。
二號沉船遺址由核心區和散落區組成。核心區

南北長約21米、東西最寬約8米，遺物以原木為
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鉛錫器等。共提取出水原
木、瓷器、陶器、蠑螺殼、鹿角等遺物38件。
據悉，今次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

深海考古調查，首次應用了多種深海技術和裝
備。

南海兩沉船提取文物928件套
標誌中國水下考古走向深遠海

文章提到，中國在科研領域飛速進步之際，包
括基礎研究薄弱、中等大學教育水平較差在

內的短板仍顯而易見，但中國正在努力克服並取得
了一定成績。文章同時警告美歐國家，中西方科研
交流合作至關重要，對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關上大
門，將給西方科學帶來災難性後果。

領導農作物研究領域
這篇題為《中國已成為科學超級大國》的文章，
首先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科學院及其植物生物學成
就。據介紹，過去幾年裏，中國科學家們發現了一
種去除後可以增加小麥的長度和重量的基因、一種
可以提高高粱和小米等農作物在鹹土壤中生長能力
的基因，還有一種可以使玉米產量提高10%左右的
基因……
現在，中國被廣泛認為是農作物研究領域的領導
者，但植物科學研究的興起絕非個例。文章指出，
兩大高質量科學指標顯示，在頂尖科研的「千里之
行」中，中國科學家取得長足進步，且沒有放緩的

跡象，「由美歐日主導的舊的科學世界秩序正在走
向終結」。

高引用率論文量超美歐
在高引用率（即「高影響力」）論文數量方面，
中國科學家進步飛速。科學分析公司Clarivate數據
顯示，2003年，美國高引用率論文數量是中國的20
倍；到2013年，美國高引用率論文數量約為中國的
4倍；2022年起，中國高引用率論文數量已經超過
了美國和歐盟。
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依託於全球頂級期刊

《自然》，統計刊發在一系列著名期刊上、經過同
行評審小組審議的論文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科研
質量的另一個指標。2014年該指數首次推出時，中
國排名第三，論文數量還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
2023年，中國已經名列前茅。

六大學或機構進世界前十
此外，根據萊頓科研產出排名，目前中國有六所

大學或機構進入世界前十；根據自然指數排名，中
國有七所大學或機構進入前十。英國牛津大學高等
教育教授西蒙．馬金森表示：「清華大學現在是世
界上排名第一的科技大學。這真是太神奇了，他們
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做到了。」
從具體領域來看，美國和歐洲在普通生物學和醫

學領域仍然遙遙領先；而應用研究是中國的強項，
中國科學家在物理科學、化學、地球和環境科學領
域領先世界。文章認為，中國強大的工業基礎、充
足的能源，意味着可以迅速啟動材料等物理創新的
大規模生產。英國AI材料公司Materials Nexus首席
執行官喬納森．比恩說：「這正是中國比西方國家
更有優勢之處。」

資金設備人才重塑中國科學
隨後，文章深度分析了中國科學實現重塑的三個

主要原因：資金、設備和人才。首先，中國的研發
支出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16倍。雖然仍與美國存
在不小差距，但中國在大學、研究機構的支出已超

越美國，並在應用研究和實驗開發上投入了大量資
金。
先進勞動力是中國科研進步的主要原因。經合組
織數據顯示，自2000年代末以來，回國的學生數量
多於留在當地的學生數量。這些海歸成為主要科研
力量，發表的論文數量是留在美國的同等研究人員
的2.5倍。
在科學裝備上，中國同樣投資頗豐。據不完全統
計，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靈敏的超高能量宇宙射
線探測器、世界上最強的穩態磁場，不久後還將擁
有世界上最靈敏的中微子探測器之一。以AI為
例，美國喬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
（CSET）5月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AI研究論文
總數量，還是AI研究高引用率論文數量，中國機
構都名列前茅。
《經濟學人》最後指出，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
國科學發展進程會陷入停滯。馬金森教授同樣表
示：「我認為，給中國奇跡設限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奇跡遠未達到極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工程
院官網消息，工程院機械與
運載工程學部院士王永志於
2024 年 6月 11日逝世。王
永志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
開創者，中國工程院首批院
士。他長期致力於中國戰略

導彈和運載火箭的總體設計與研製工作，在花
甲之年被任命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總設計
師，參加和主持了6個導彈型號、2個運載火
箭型號和「神舟」系列飛船的設計研製工作。
2003年，他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0年5
月4日國際永久編號第46669號小行星被命名
為「王永志星」。
2022年11月17日，經過約5.5小時的出艙活

動，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哲密
切協同圓滿完成全部既定任務。這一天正是王
永志90歲生辰，神十四乘組專門為他送來「宇
宙級」的生日祝福，地面上全體工作人員也一
起鼓掌歡呼，天地共同慶生。這一難得的場
景，足以顯示出王永志在中國載人航天界的影

響力。
王永志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開創者之一和
學術技術帶頭人。40多年來在中國戰略火箭、
地地戰術火箭以及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中作出
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在載人航天工程中作出
了重大貢獻。1961年，29歲的王永志從莫斯科
航空學院畢業回國。此時，正值中國航天發展
的起步階段，王永志追隨以錢學森為代表的航
天人，一起加入「創業」行列。1964年，32歲
的王永志參加了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
導彈發射任務。1992年，本已是退休年紀的王
永志，再次開始「創業」，出任中國載人航天
工程首任總設計師，描繪載人航天工程的藍
圖。
王永志曾說，自己一生幹了3件事，3件事
幹了一生—研製導彈、送衛星上天、送中國
人進入太空。30年從事導彈與火箭研製，20餘
年從事載人航天，他將畢生心血都投入到國防
科研和載人航天事業中，將祖國的需要作為自
己前進的方向，不僅讓中國人夢圓飛天、攬月
九霄，更為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的後續發展打下
基礎、鋪平道路。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開創者王永志院士逝世

◀▲ 《經濟學人》稱，從植物生物學、人工智能（AI）到超導物理學等領域，中國均
處於研究前沿。圖為東莞散裂中子源裝置內部及基地外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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