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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成為最新型科技超級大國
國際自然指數排名中科技發展及論文量等指標趕超美歐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多家國際權威科學機構

表示，長期由美國、歐洲、日本

主導的全球科研格局發生轉變，

中國正迎頭趕超。6月18日，出

版全世界最為權威的科學雜誌

《自然》的英國施普林格．自然

集團發布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已

經超越美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最

新型的科技超級大國。而此前一

周，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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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學院居科技發展榜單首位
英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發布了衡量一個國家科技發
展最新水平的Nature Index Research Leaders 2024（國
際自然指數排名）。在今年的評比，中國的排名極其突
出：
首先，從科技發展的綜合榜單來看，中國科學院以絕
對優勢排在榜單第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排第二位，德國
著名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列第三位，法國國家科學
研究中心排在第七名。前十名剩下的所有科研單位，都
是來自於中國的科研院所。
其次，從大學綜合科技發展的水平來看，美國哈佛大
學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但是令人吃驚的是，根據各項
科技指標測算，排名前10的另外9所大學，都是來自於
中國。
第三，從發表在國際一流科技刊物上的論文數量以及
這些刊物對科技的貢獻值來看，全球第一名到第五名分
別是：中國、美國、德國、英國、日本。
第四，從全球各具體學科發展的水平來看，尤其是特
別關鍵的生命科學、化學、地球環境科學、健康科學、
物理科學這5個領域來看，中國和美國競爭異常激烈。

地球環境科學等三領域居全球第一
截止到目前，根據科學統計方法測算，中國在化
學、地球環境科學、物理科學三個領域，以不可比擬

的優勢，高居全球第一。而美國則在生命科學、健康
科學方面，依然保持強大優勢。美國依然列榜首，但
是，與中國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小。自然指數主編西蒙
．貝克對記者讚嘆說，中國的發展，真的令人不可思
議！但是，科學的測算結果的確如此。
此外，據參考消息報道，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

網站 6月 12日發表題為《中國已經成為科學超級大
國》的文章。文章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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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指數七大學或機構進前十
文章還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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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萊頓科研產出排名，目前
中國有6所大學或機構進入世界前十；根據自然指數排
名，中國有7所大學或機構進入前十。牛津大學研究高
等教育的西蒙．馬金森說：「預言中國奇跡見頂將是極
其不明智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任何極限。」

◆6月18日，英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發布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最新型的科技超級大國。圖為中國科學院
國家天文台的射電望遠鏡「中國天眼」。 資料圖片

在美西方正加緊對中國的高

科技實行「卡脖子」和「系統

脫鈎」之際，多家國際權威科

學機構的研究表明，美國、歐

洲和日本長期主導的全球科研格局正面臨

深刻變革，中國的科技崛起無可阻擋。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將中國評價為「全

世界最新型的科技超級大國」，英國《經

濟學人》則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科學超級

大國」，但也明確指出，中國在科研領域

的短板同樣顯而易見：中國產出更多的頂

級研究成果的同時，產生了大量低質量的

科學成果，中等大學教學質量相對較差；

在基礎研究領域，中國仍在努力追趕西方

國家；中國企業內部的基礎研究尤其匱

乏，缺少原創創新；學術不端行為一度氾

濫……

細讀這兩大科學機構的研究報告，可以

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科學發展到今天，優

勢與弱點各自在什麼地方，增長點與隱憂

又各自在哪裏。不過不容改變的是，得益

於國力增長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中國近年

來的科技進步正一日千里，從5G到人工智

能，從量子計算到生物技術，不斷刷新着

世界紀錄，展現出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競爭

力。正如牛津大學研究高等教育的西蒙．

馬金森說：「預言中國奇跡見頂將是極其

不明智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任何

極限。」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恐懼中國的科技崛

起，對中國實行全面打壓政策，但從長遠

看，它們不會成功，對我們來說，要回答

的問題是：在這樣的內外部條件下，我們

如何繼續發揮優勢、補上短板，破解美國

和西方一些國家的技術圍堵，實現從應用

性技術到原創性技術的轉型，以實現高質

量發展，完成下一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目

標。這是需要一代或幾代人清醒應對並付

出艱巨努力的課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美西方圍堵無礙中國科技進步

微觀點微觀點

2024全球科研機構十強
1.中國科學院

2.美國哈佛大學

3.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4.中國科學院大學

5.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6.北京大學

7.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8.南京大學

9.浙江大學

10.清華大學

來源：英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一流科技刊物論文量
及刊物貢獻值排名
1.中國

2.美國

3.德國

來源：英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4.英國

5.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22日，廣州金交會活動之一、2024
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廣州）在廣
州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要發展新質生產
力，少不了科技金融的助力。中國金融
學會副會長、國家開發銀行原行長歐陽
衛民在主旨演講中指出：「修改《商業
銀行法》，允許銀行做科創企業股權投
資，是當前金融助力新質生產力形成與
發展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他認
為，在以商業銀行佔主體地位的當前，
允許銀行下設專業投資公司參與科創企
業、初創公司股權投資，共享收益、同
擔風險，可以提高全社會股權投資、風
險投資比重和規模，助力新質生產力的
形成和發展。

債權融資佔比過高不利科技創新
歐陽衛民認為，當前金融供給側中債

權融資佔比過高，這並不利於科技研發
創新。要支持新經濟和新質生產力，股
權融資是更為關鍵的方式。他解釋稱，
債券投資為了保障債權人的本金安全，
這些企業的成功率需要非常高，大約要
在95%-96%之間。而股權融資可以承受
企業高達2/3的失敗率，敢於承擔更高的

風險，以追求更高的回報。對於風險系
數較高的科創企業而言，顯然更適合股
權融資。
然而，根據1995年出台的《商業銀行

法》規定，商業銀行並不允許介入股權
投資。「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必須改變金融
市場供需脫節的現狀。」歐陽衛民建
議，修改《商業銀行法》，允許銀行下
設專業投資公司參與科創企業、初創公
司股權投資、風險投資，可以提高全社
會股權投資、風險投資比重和規模，助
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將更多政府資源投入科技領域
粵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首

席經濟學家羅志恒指出，金融支持新質
生產力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包括科創企
業直接融資佔比低、創投基金對中小企
覆蓋率低、間接融資對科創企業的信貸
配置效率低等問題。「在創新領域，政
府與市場的邊界不清晰、不穩定，政府
過多干預市場運行。」羅志恒認為，政
府承擔的兜底責任過多，導致支出責任
不斷擴張，擠壓對科技的支持。他還指
出，地方政府「內卷式」競爭和招商引

資，亦不利於市場公平和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為此，羅志恒建議，在

城投、房地產佔用了過多
金融資源的背景下，要理順
政府的資源管理，將更多資
源投入到科技創新領域。另
外在政府支持科技創新的過
程中，推動稅制綠色化的發
展。同時，可以借鑒融資理
念，每年加大對於科技創新
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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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6月 22日上午10
時，歷時四個多月，廣州南
沙瀝心沙大橋恢復全面通
車，較工期計劃提前 1個多
月，至此，9,000多位島民終
於結束繞道出行生活。

結束繞道 單程省半小時
「通車後我們出島就方便

很多，不用再繞道從洪奇瀝
大橋走，每天單程可以節省
半個小時。」家住南沙萬頃
沙鎮三民島民興村的村民郭
敬棠表示，在瀝心沙大橋搶
修期間，自己在島上種植的
番石榴和香蕉出貨時間也受
到影響，大橋重新通車意味
着生活和生意都可以恢復正
常。
瀝心沙大橋位於廣州市南沙
區Y956線瀝心沙路上，橋樑全長787米，是三民
島9,000多位居民出行的主要陸路通道。2024年2
月22日，瀝心沙大橋被船隻撞擊，致橋體斷裂。
事發後，南沙開發區建設和交通局第一時間組織
應急搶險隊伍與機械物資開赴三民島，在3天內通
過渡船駁船等船隻，解決了圍困在三民島內居民
生活必需品短缺與進出三民島困難的燃眉之急，
並在7天內搭設進出中山洪奇瀝大橋方向的便民
橋，同時設置公交車輛線路，使三民島內居民基
本解決了出入島內的交通與生活物資運輸的問
題，但民眾出島需繞道洪奇瀝大橋，日常出行時
間大大增加。南沙開發區建設和交通局組織團隊
確定大橋搶修方案，同時對橋樑本身存在失穩險
情的19#墩進行拆除，並展開橋樑修復與加固。

此次完成的搶修工程主要包括17、18號墩承台
加固，18#墩樁基加固，19#墩重建施工，28米
鋼混組合樑加工和27米箱樑預製、架設及橋面系
施工等主要施工任務。
通車當天，相關負責人介紹，南沙開發區建設
和交通局對搶修工作的各個方面充分研判，做足
各種預案和準備，根據現場情況與參建單位想方
設法優化設計，中國鐵建大橋工程局集團有限公
司完善施工措施和施工流程，讓各項工作得以緊
密銜接，最大限度合理安排工期，做到了提前交
工、質量可靠，安全可控。
瀝心沙大橋搶修完成，極大地便利三民島居民
出行，降低居民此前採用繞行方式所產生的經濟
成本和時間成本，有效保障民生。

南沙瀝心沙大橋恢復通車

◆2024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三民島民眾已可通過大橋進出島。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