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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7 日在

德国汉堡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

题为《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的重要

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

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推动联动增长，促进共同繁荣，向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习主席的讲话

受到了德国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表

示，讲话体现出习主席在坚持推动全球化方面

的坚定决心。讲话强调应通过协商为应对共同

挑战找到共赢的解决方案，向那些自认为是“全

球化输家”的人发出了共同探讨新路子的邀请。

他说，在议题方面，汉堡峰会对杭州峰会既

有传承也有发展。汉堡峰会继续推动全球化发

展，从分配的角度，希望全球化的成果不仅在全

球层面公平分配，也能在各国内部更公平地分

享。另外，非洲发展问题也是汉堡峰会关注重

点之一，这是在杭州峰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智库德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迪尔克·
梅斯纳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全球化时代下

的世界各国相互关联程度极高，任何一方不

可能超脱出来。“本国优先”这种政策导向在

当今时代十分危险。德中两国秉承的全球化

主张代表着大多数国家的正当利益，也承担

着相应的责任。两国应携手合作，推动国际

社会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对于汉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就解决全球

经济面临问题提出的四点主张，梅斯纳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主张的具体

体现，包括设施建设、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

多个领域的合作设想，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

济体主动肩负了引领作用。以中国的科研技

术实力，德中可以共同参与标准制定，推动相

关经济和财富模式发展。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杜伊斯堡－埃

森大学教授海贝勒表示，习主席的讲话聚焦

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合作领域，

强调了合作，而全球性难题只有靠合作才能

解决。真正有建设性的合作将为全球经济提

供巨大机遇。

靓丽中国方案 彰显大国担当
——德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的讲话

本报记者 王 江 李 山 综合报道

今日视点

虽然同属北美，与美国联邦科研机构动

辄几十亿美元的财政投入相比，加拿大联邦

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日子好过吗？基础科研

项目申请是否很难？财政投入是否跟得上科

研人员增长的需求？

日前，《科学》官网发布了一份题为《恢复

加拿大基础研究竞争力》的研究报告，详细描

述了加拿大基础研究界面临的窘境——由于

财政紧张、政策滥用等，加拿大联邦科研事业

面临“退化”的风险。

基础研究投入少

这份由全球青年学院学者撰写的报告指

出，加拿大不断增长的科技投入，只有很小一

部分能落在“基础研究”的头上。

加拿大科学部部长克斯坦·邓肯表示，该

报告有助于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就科学和技术

研发投入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但她没有肯定

报告给出的具体建议，同时认为没有快速解

决的办法。

报告敦促加拿大政府在新财年向三个

国家授权委员会的预算中注入至少 3.55 亿

美元。

“前任政府 10年间，对科研资助的削减力

度不小，这正是我们这届政府要做的，即平衡

研究人员的需求和加拿大百姓的需求。”

科研领导力式微

加拿大有三个国家授权的基础研究委员

会 ，分 别 是 自 然 科 学 与 工 程 研 究 理 事 会

（NSERC）、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和社

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其占总

体科研经费支出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67%下

降到 2015年的 48%。

报告称，加拿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逐渐

减弱，已经改变了科研的含金量。

作为主要报告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生物学副教授茱莉亚·鲍姆表示，对基础研究

支持的侵蚀，“迫使许多科学家缩小了科学研

究追问的程度，降低了研究质量”。

报告合作者、渥太华大学生物学教授杰

瑞米·克尔说，很遗憾，加拿大自行降低了在

国际基础科研领域的领导力。

科研政策不给力

报告提出，基础科研经费投入应该与日

益增多的科研人员人数同步增长。

一组数据显示，从 2005 年到 2013 年，自

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增长了 35%，达到

了 3.2 万 人 ；社 会 科 学 家 的 数 量 则 增 长 了

43%，达到了 2.9万人。

然而，加拿大联邦科研政策倾向于为核

心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拨款，使其他科研人员

的项目申请成功率陡然下降。

2015年，CIHR 仅 14%的基础科学项目赢

得 了 资 助 资 金 ，低 于 2005 年 的 28% ；在

SSHRC，基础科学项目申请成功率从 40%下

降到 23%；在 NSERC，申请成功率则从 42.9%

下降到 32.5%。

克尔说，向所谓的“科学明星”提供更多

资源以最大限度提高科学生产力的想法，是

很“天真”的政策。报告提出，联邦政府应该

使科研经费投入与科学家的数量相匹配。

（科技日报北京7月9日电）

《科学》官网新研究报告警示——

加拿大基础研究面临“退化”风险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综合外电

报告中对科学研究进行了分类，称为“巴
斯德象限”，表现了研究之间的差异，是出于
好奇心的刺激（如波尔对理解原子结构的追
求），还是来自强烈的应用需求（如爱迪生开
发商业电灯的决心）。

·基础研究是对人类与自然界知识和理
解的探求，它不考虑最终产品，只是追寻基本
问题。

·应用启发研究致力于理解现象和过
程，这也是解决社会难题所要求的。

·应用研究旨在利用现有知识——基础
研究或应用启发研究获得的发现——开发出
针对特定难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鉴于基础研究在推动科技企业
中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以及近些年
加拿大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的减弱，
报告的目标如下：

·与国际一些国家相比，将加拿
大过去 10年对研究支持的变化进行
量化。

·将加拿大全国及其三个主要研
究理事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
持的变化进行量化。

·对加拿大研究人员进行调查，
了解他们对基础研究项目支持下降
及上述变化带来影响的态度。

·分析通过特殊投资扭转基础研
究投资下降的趋势，并提出明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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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9日电（记者房琳琳）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在未来两个

月内决定，是否将“黎明”号继续保持在谷神

星轨道上，或者派其去探测另一颗小行星。

美国太空网日前发布消息称，相关论证报告

正在接受 NASA行星科学部的审查。

NASA 发言人劳里·坎蒂略表示，在独立

科学评估小组审查这份“任务加项”报告的同

时，“黎明”号需继续绕谷神星轨道“待命”。

在今年 6月 13日举行的小型天体评估小

组会议上，“黎明”号项目副主管卡罗尔·雷蒙

德表示，项目科学家正考虑与 NASA 讨论“黎

明”号可能执行的另一个扩展任务，但拒绝向

媒体透露更多细节。而一年前，该项目官员曾

提出“让‘黎明’号于2019年5月缓慢飞掠小行

星 Adeona”的计划，但被 NASA批评缺乏具体

细节和科学理由，随后NASA决定让“黎明”号

继续在谷神星进行一年的探测任务，以确保最

初的设计以及科学探测要求得到满足。

“黎明”号作为 NASA“低成本行星科学

任务发现计划”的一部分，于 2007 年发射升

空；2011 年 7 月进入小行星“维斯塔”轨道并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探索；2012 年 9 月借助离

子推进系统，前往由国际天文联盟指定的矮

行星“谷神星”轨道。

航天器的寿命一般依赖于其所在的轨

道高度，在延续任务期间，“黎明”号在目前

的轨道上有足够的推进剂支持其继续运行

一段时间。

关于此次提出让“黎明”号超期服役的申

请报告，NASA 将在未来一两个月内给予明

确回复。

能者多劳！“黎明”号服役时间或延长
NASA论证派其探测另一小行星的可行性

本周焦点

个性化癌症疫苗曙光初现
英国《自然》杂志同时发表两项癌症领

域重要成果：目前两种个性化的癌症疫苗接

种在人体试验中表现安全。该结果证明了

根据个人癌症突变情况而专门研制的疫苗

在临床上是安全可行的，为开发个性化癌症

免疫治疗方案提供极其关键的参考。

本周明星

英培育出功能性人工胆管
英国剑桥大学在实验室培育出了 3D 胆

管细胞结构，移植到实验鼠体内后发育成功

能性胆管，实验鼠可继续生存且无相关并发

症。这一重大进展未来可取代肝移植，为肝

病患者提供治疗。

一周之“首”

“朱诺”号将首次“亲近”木星大红斑
木星探测器“朱诺”号在木星轨道已飞行

整一年，绕行轨道约1.145亿公里。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称“朱诺”号将在本月 10

日飞掠木星最具特色的大红斑——直径 1.6

万公里的巨型风暴，此次飞掠将是一次意义

非凡的对大红斑进行的近距离观察。

本周争鸣

火星表面化合物有强杀菌性
人类想要在火星表面找到地外生命的

希望是否破灭？新研究显示，火星表面存在

名为高氯酸盐的化合物，因此火星表面或具

有杀菌性，对生物细胞有剧毒。鉴于高氯酸

盐对星球环境的严重影响，科学家也对火星

的原生可居住性提出了质疑。

技术刷新

全新纳米电子系统突破瓶颈
一种全新的高能效、高存储率的纳米电子

系统，能将输入/输出、计算和数据存储能力集

合在一块三维芯片上。该系统不但与现有的

硅基电路兼容，还能帮人们突破计算机领域的

重大瓶颈。

前沿探索

太阳引力可用于放大星际传播信号
德国天文物理学家首次通过计算证明，

太阳引力可放大星际探测器的传播信号，并

提议在距离太阳 900 亿千米的位置安装口

径 1 米的小型望远镜，取代地面大型望远

镜，解决去往太阳系附近恒星系统的探测器

面临的星际通信难题。

胚胎干细胞“全能”秘密揭晓
瑞士科学家发现了胚胎干细胞保持“全

能”的秘密：一种被称为“Pramel7”的蛋白质能

阻止其内遗传物质甲基化，使它能发育成任何

类型的细胞。相关发现或可提高人工胚胎干

细胞的分化潜力，用于医学研究和器官修复。

奇观轶闻

通过脑电波能“窃取”耳机用户密码
美国科学团队使用了目前在线消费者

使用的一种 EEG 耳机和一种用于科学研究

的临床级脑电波监测耳机，证明恶意软件程

序可以轻易“窃取”用户的脑电波。鉴于

EEG耳机日益普及，分析与之相关的潜在隐

私安全风险非常重要。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7月3日—7月9日）

G20 汉堡峰会落下帷幕。在国际关系

的这一轮纵横捭阖中，世界格局发生的深

刻变化，尤其是中国之于各项全球议题的

意义与作用，再次得到清晰地展现。

从杭州峰会到汉堡峰会，中国一直以

自身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信心，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动力。而中国具备符合这一领

导地位的能力，也正不断从各种角度得到

验证。

创新竞争力，就是其中之一。在近日

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

力发展报告（2016—2017）》中，中国排名

第 8 位，是 G20 中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

中国家。

创新竞争力的背后，是国力的比拼。

排名的变化，体现着国家实力的消长。

以科技创新为例。中国科技这几年给

国人带来的惊喜，可谓连绵不断：国产航母

下水，货运飞船发射，国产芯片取得突破，

超级计算机领跑全球，量子通信、第五代移

动通信引领世界等等。

根深方能叶茂。科技战线的百花齐

放，依靠的就是国家经济基础的稳固与综

合实力的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国

内 生 产 总 值 74412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6.7%。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6 年 GDP 总量

排名中，美国以 24.32%的占比位居第一，中

国以总量占比 14.84%排在第二。

日本文部科学省报告则显示，中国的

科技投入在 2013 年超过日本，在 2014 年达

到了整个欧洲的 56%，是仅次于美国的世

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2014 年，中国研发

投入占 GDP 比例为 2.05%，和欧盟 28 国平

均的 2.08%相差无几。

不过，投入固然重要，但创新的价值，

更在于转化为切实的生产力。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浪潮，我

国极大提升了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政

府积极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

于“双创”，大力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让创

新成果很快从学术论文走向经济实践，

推动了经济的高效发展。电商、共享单

车、电子支付等，都是这些努力带来的卓

越创新。

当然，广阔、深厚的市场规模，庞大且

升级中的消费能力，是中国走向创新领导

者的独家优势——需求侧的快速升级，必

然促动供给侧的改革。要想跟上节奏，创

新是企业唯一的途径。

既有市场的海量需求，又有政府、产

业界坚定的政策支持，更有无数为创新

所感召的年轻人才。我们只要坚持正确

的方向不动摇，就一定会走上创新领跑

者的位置。

中
国
必
将
成
为
科
技
创
新
的
领
跑
者

张
梦
然

国际科技

近年来，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人员一直与英国自行车国家队合作研制下一代竞赛自行
车。他们历时3年开发了一款奥林匹克自行车传动装置，旨在帮助英国自行车队取得最好
成绩和打破世界纪录。图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展台的一款自行车赛车模型。

在伦敦大学学院展台，研究人员向观众展示声音演化的原理及人类发音的诸多独
特方面。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摄

7 月 4 日至 9 日，英国皇家学会举办了

“2017 年度夏季科学展”（Summer Science

Exhibition 2017）。这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

放的科学技术节，展览共设置了 22个展台，

向公众展示了英国科学家目前正在从事的

一些尖端科研和应用创新项目。科研人员

在现场与观众分享研究成果，观众也可以亲

身尝试一些创新性动手操作活动。

英举办2017年夏季科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