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近年朝着建成科技強國的目標奮勇前進，當中航天科技的進

展和成就更是舉世矚目。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地球科

學系講座教授趙國春今年5月獲邀前往海南文昌觀看嫦

娥六號任務發射，對國家航天科技發展深有感觸。

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即使國家在深

空探測的起步較西方國家晚，但近年已展現出

迎頭趕上的勢頭，嫦娥六號成功開創人類史

上首次月球背面採樣返回，正是國家在科

學技術取得重要進展的一項標誌。今年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隨着國家

近年積極推動基礎科學研究，他相信國

家未來必定可在科學原創、解決重大科

學問題方面發揮更大影響力，全面超越

西方更是指日可待；香港的科學家們更

可從中發揮作用，為國家的科學進步作

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趙國春：嫦娥六號探月成功證國家科學技術獲重要進展

香港積極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趙
國春認為，本港匯聚眾多國際頂尖科學
家，亦有高度國際化的傳統優勢，但經費
和空間一直是創科發展的兩大限制。有賴
國家的強大後盾，對香港科研支持力度不
斷增加，讓科學家獲得更廣闊的研究前
景。隨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
以及兩地科研合作不斷深入，趙國春相信
兩地學者定可發揮強強聯手的積極作用。
「香港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獲取數據
比內地方便，更有一批國際知名的科學
家，內地會需要我們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
目的。」趙國春表示，「我們經常與國際
不同的科研人員交流，信息量會好一些，
亦有助內地跟國際建立橋樑，這是香港不
可代替的位置。」

港空間不足 須加強合作
不過趙國春坦言，在經費和空間兩項短
板上香港仍有待克服，「香港近年科研資
助力度增加不少，但更多是『縱向比較』
今昔對比而言。若是『橫向比較』，即與
鄰近國家和地區的研發開支佔GDP 相

比，仍有不少進步空間。」至於空間問題
就更為嚴峻，他提到，其學系擬從美國引
進一名頂尖科學家，個人待遇非常好，偏
偏最後未能成事，正因無法給對方提供足
夠大的實驗室，「假如要到其他國家做分
析實驗，就要排隊，會耽擱科學研究的進
程，這是香港難以解決的問題。」
他強調，與內地加強合作是解決本港空
間不足的關鍵所在，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為例，因應香港園區目前仍在興建，目
前更多眼光已放到深圳園區。他亦積極與內
地科研單位深化協作，包括今年3月港大和
西北大學共建地球與行星科學聯合中心，兩
校發揮分析測試平台、行星科學人才等資源
優勢互補，以深度參與國家深空探測計劃，
爭取產出國際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
他表示，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重大
項目相繼對港澳開放，反映中央政府對香
港創科的重視，相信未來在科研資助方面
可有更多突破，尤其國家科研項目規模較
龐大，「不少港大同事也獲得國家重點研
發計劃的支持，一個項目的資助足以抵上
香港幾個。」

國家成強大後盾
港科研前景廣闊

趙國春的專研領域包括超大陸研究，其中的代表性
成果，包括率先提出全球大陸在20億年前至18億年
前期間相互拼合形成一個超大陸，並建立了該超大陸
的重建模型，刷新了人類對超大陸的認知。
他表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由西方建立的板塊構造
理論，能圓滿解釋顯生宙（5.4億年前至今）至元古
宙（約25億年前至5.4億年前）幾乎所有地質現象、
過程和事件，被譽為地球科學史上的一場革命。不
過，隨着科學家眼光放到更為久遠的太古宙（約38.4
億年前至 25億年前）時，漸漸發現板塊構造理論
「變得不好使了」，因此現時世界各國均在努力攻克
「前板塊構造理論」這一科學難題。
受年代所限，趙國春感慨我國科學家無緣參與板塊
構造理論的創立，但今時不同往日，面對可能有着同
等科學地位的「前板塊構造理論」，他認為國家這次
絕對不能缺席，他積極推動的「前板塊構造與大陸起
源」項目，正是希望為此作出貢獻。

前板塊構造理論有助了解地球
「我最喜歡就是板塊構造（理論），它就跟生物學
出現了基因一樣，是一場革命。」趙國春表示，板塊
構造理論幾乎能解釋地球上現在發生的所有現象，
「就是18億至25億年前之後都運用得很好，但在25
億年或更早的太古宙，板塊構造就不好使了，好多東
西沒法解釋。」他指太古宙大陸很可能出現於板塊構
造啟動之前，在某種前板塊構造體制下形成的，「我
們現在甚至連應該稱它作什麼都不知道，為突出『之
前』這個時間概念，才暫稱為『前板塊構造』。」
他表示，建構前板塊構造理論與建立和發展板塊構
造理論同等重要，它不僅有助認知人類居住大陸的起
源與演化、初始大洋的形成、早期大氣圈組成、原核
生命如何出現，也有助了解地球是如何從最初荒涼的
行星，演變成當今生機勃勃的宜居星球。
為此，趙國春正積極推動「前板塊構造與大陸起
源」項目，期望爭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資
助，「這類重大科學問題，幾乎不可能只靠一方就能
圓滿地建立，要全世界科學家共同努力，但是我們必
須爭取作出更大貢獻，證明我國科學在這方面走向了
世界前列，真正取得領先。」

研究方向轉向行星地質尋突破
不過，由於早期地球很多紀錄或資料均已消逝，很
多方法皆不可用，「古生物不可能，那個時候沒有任
何化石，古地磁也不可能，很多手段受到限制。」故
趙國春近年把主要研究方向轉向行星地質，「火星、
金星、水星和地球，這些固態星球在形成初期，有一
段演化過程是相似的，所以地球上沒有這種紀錄，我
們就要到其他星球上找，這樣才能了解地球早期是怎
麼演化，它的前板塊構造是什麼情況。」再結合數字
模擬和傳統地質研究，尋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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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吹響「向科學進軍」的號角，改革
開放後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國
家的科技發展不斷提升。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投身科
研工作的趙國春認為，2000年以前，國家科研更多
是處於積累階段，不論是培育科技人員、發表科技
成果與文章，均較傾向於數量上的增加，努力趕超
西方國家。直至2008年北京奧運的舉辦，自此國家
科研有了質的變化，各個領域的科學理論創新或原
創性成果，均有了明顯提升。
趙國春解釋指，不是說舉辦奧運就突然讓國家科

研產生了質的變化，但國家科研發展至2008年，無
論是人才或科技成果都已有了不少積累，加上舉辦
奧運有助國家經濟進一步增長，因此將其視作國家
科研飛躍的轉捩點，自此國家科研成果迎來了爆
發。
趙國春在2011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資

助開展「Pangea的東亞重建」，2017年國家自然基
金委組織有關專家對該項目結題進行評估，評估結
果為「特優」，其總結文章自2018年至今已被引用
接近700多次，反映成果廣受國際認可。「除了我
們之外，全國還有着很多這樣的團隊，不論是各個
領域，像這種原創成果，這些年愈來愈多。」
他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外國學者到來參加會議

時，或會覺得我們研究的科學問題，相對他們而言
很落後，「但最近幾年，外國專家到來交流時，都
會肯定我們至少是跟他們並駕齊驅。」
在地球科學領域，趙國春認為國家在過去這些
年，已培養了大批傑出的青年地質學家，「他們
已經走向世界舞台，所以我們基礎很足，也有大
量資料的積累，最重要是中央政府特別重視基礎
科學研究，這幾方面都給我們創造了有利條
件。」他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國家在地球科學上
定必取得更多科學原創成就，加快建設成為世界
科技強國。

國家科技趕上國際
港科學家可作貢獻

國家科研基礎足
京奧成飛躍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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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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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年以來，科技實

力持續提升，國際地位日益凸顯。香港科研人員作為國

家創新體系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單見證着中國建設

科技強國的進程，也以不同形式置身其中，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今日起刊出系列專訪，多名獲得國家科技獎勵的頂尖香

港科學家從各自專業領域出發，分享這些年來國家科技的主要突破和

成就，並深入探討香港在國家科技發展中的獨特角色，以及如何把握

「一國兩制」下的機遇，助力國家科技譜寫新篇章。

編 者 按

趙國春在今年Research.com發布的世界頂
尖科學家排名中，位列地球科學領域世

界第八、中國第一。事實上其研究路上一直
獲得國家的眷顧，2004年獲得國家自然基金
海外傑出青年基金，他也是國家自然基金重
大項目「Pangea 的東亞重建」的首席科學
家、2014 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項目
「華北克拉通早元古代拼合與Columbia 超大
陸形成」的第一完成人，2019年更獲選中國
科學院院士。
一向專門研究前寒武地質學、變質岩石學
和構造地質學的他，近年為了研究早期地球
動力學體制與大陸起源與演化，一方面積極
推動「前板塊構造與大陸起源」項目，為解
決重大科學問題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由於行星對比是研究早期地球
的一種重要手段，因此他也參與到行星科學
研究中，對國家於航天科技取得的成就深有
感受。

國家航天工程與美並駕齊驅
「國家的深空探測在2004年才起步，剛好是
20年前，但是今年已經可以去月背取樣。在西
方國家看來，我們起步較晚，但大有迎頭趕上
的勢頭。」趙國春如數家珍地分享國家過去實
現了包括載人航天、太空站建設等多項重要里
程，未來有2025年前後開展小行星探測、2030
年前後實施火星採樣返回等各項計劃，均是重
要進展的標誌。
趙國春認為，目前國家在航天工程方面，
跟美國至少已是並駕齊驅，但當中更多是技
術上進步，不代表在科學上已經取得很大進
展。「內地一些老航天科學家、工程師也常
跟我們說，現在已經可以把這些航天器放到
其他星球，但取得樣品後做些什麼？可以解
決哪些重大的科學問題？這還需要更多科學
家參與進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自滿或驕
傲。」

要成科技強國 必產原創成果
他解釋，科技包含科學和技術，國

家在過去數十年確實取得了巨大進展，但更
多是應用別人科學原理的技術創新。在科學
原創，也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理論來供他人經
營，這方面仍有一些差距。同樣情況適用於
趙國春的「老本行」地球科學，「地球科學
分很多學科，如果說地球化學、古生物學，
不論是哪個國家都會對我們豎起拇指，絕對
在世界前列。」不過，談到一些構造學，尤
其涉及科學原理、科學理論方面，相對還是
有些欠缺。
他認為，若要真正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強

國，必須產出更多重大的原創性成果，「只靠
技術發展是走不遠的，只會永遠落後於別
人。」所幸國家早已深明關鍵所在，近年大力
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確實我們還未達到全面
超越這種程度，但現在已有一部分學科取得領
先，積累也很足夠了。
西方國家近年對基礎科學的經費逐漸削減，

而我們國家一直強調加強科學中心的建設，這
正是最有利的條件。我個人認為，未來（全面
超越）是完全有可能發生，而且是指日
可待！」

●趙國春相信國家未來必定可在科學原創、解決重大科學問題方面發揮更大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趙國春辦
公室牆上貼
滿他獲頒中
科院院士及
其他重要獎
項的報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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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春在新疆指導
學生野外工作。

受訪者供圖

◀趙國春和他的學生
們在野外井下考察地
質。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