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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JI HUA TI 科技话题科技话题

这一年，我们为科技“吵过的架”真不少
本报记者 李 艳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即将过去的 2018年可以说是科技热
点频出的一年。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人
们对于科技的兴趣和关注似乎已经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每个人对科技都有了自己
的认识，每个人对科技事件都有自己的想
法，正因为如此，一场场与科技相关的讨论
从年初持续到年尾。

两年前那个“横空出世”的韩春雨到底
是不是科研造假的骗子？自主创新喊得响
当当的红芯浏览器到底是创新典范还是伪
创新的典型？这些事件与科技紧密相关，
同时也是全社会关切的热点事件。

这一年，我国科技水平到底行不行的
争论从年初持续到年尾，从一个侧面也能
看出举国上下对科技发展寄予的厚望。不
曾想，到了年底，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
贺建奎制造的基因编辑事件忽然闯入公众
的视野，让人们开始了科技的未来该往何
处走的哲学思考。

这一年，人们关心科技事件，更重要的
进步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科技事件背
后的问题。

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带给人们的冲击是巨大的。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通告，长春长生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已

被立案调查。这家公司自 2017年 11月份被发现疫苗

效价指标不合规后，再次曝出疫苗质量问题。

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利用接种疫苗来大幅度降

低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

功。但是，偏偏就是如此重要的疫苗出了问题，这事

关无数人的生命安危，更重要的是关乎许多孩子的健

康与安全。一时舆论哗然！

疫苗事件让人们关注疫苗的生产、运输、管理等

问题，也让人们思考在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有更有效的手段

来管理和监控疫苗生产的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疫苗事件直接推动了法律制度的

完善。12月 23日疫苗管理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草案就疫苗管理单

独立法，突出疫苗管理特点，强化疫苗的风险管理、全

程控制、严格监管和社会共治，切实保证疫苗安全、有

效和规范接种。

疫苗事件轰动全国 带来思考与变革

中国人向往的人才氛围是“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

拘一格降人才”，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各种人才“帽

子”满天飞，出门碰到要先问一句，“杰青”还是“优

青”？“千人”还是“长江”？

帽子和科研经费挂钩，和晋升职称、评奖、待遇挂

钩。有“帽子”就是各方争抢的人才，没“帽子”无人问

津——这早已不是秘密。2018 年两会，科技界讨论

最多的话题就是“帽子问题”。正所谓积弊已久，忍无

可忍。对“帽子”的追捧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选择

名利，年轻人无心学术，没有人愿意坐冷板凳，长此以

往，还有谁能耐住寂寞、为国为民？破除唯“帽子”论，

改革人才评价体系成为科技界的头等大事。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逐一提出解决之道。

希望各界能努力真正做到“让评价真正成为科技创

新的指挥棒”。

“帽子”引公愤 推动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一篇发表在科技日报头版的报道《是什么卡了我

们的脖子——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

背》开启了对我国核心关键技术缺失的总结与反思。

在此后的系列报道中，我国几十项受制于人的技术被

详细报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此之前，社会主流声音沉浸在一片欢呼之中，

从“新四大发明”，到“全面赶超”“中国现在的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都是经常见诸报端的词句。

我国科技水平到底是“世界第一”，还是羸弱得不

堪一击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科技水平得到长足发

展，在许多领域有了重大突破，这些成绩举世瞩目，但

也应该看到我们仍然存在许多亟待突破的问题。看

到成绩的同时承认不足，这一轮讨论让更多关键核心

技术走到台前，为公众所知，让人们更加了解科技；也

让人们有机会更全面、客观地看待我国的科技实力，

用更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科技创新。

核心技术仍有缺失 看待我国科技实力需理性

8月，国产浏览器公司红芯宣布，基于自主可控的浏

览器核心技术完成2.5亿元融资。这引来业界关注，但不

到半天的时间红芯就被曝光一起丑闻。这个对外宣称其

全程独立研发、号称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浏览器，被曝光

出底层框架和核心技术依旧是采用了谷歌chrome的内

核。红芯只是一个“换肤版”浏览器，并非自主创新。

当下，自主创新、国产品牌都成了商家最喜欢的

广告词。像红芯这样打着自主创新的旗号圈钱的商

家不在少数。消费公众对自主创新的偏爱，欺骗群众

的爱国热情，红芯的欺骗行为激起公愤。

自主创新从一开始就是相对于技术引进、模仿而

言的创造活动，它必须是创新主体依靠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独立进行的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特核心

技术的创新过程。我国曾经历过科技落后造成的国

力积弱，对此举国上下有刻骨的记忆，正因为如此人

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主创新有更强的期待。

对于类似红芯这样的伪自主创新必须严惩，如此

才是对创新最大的尊重。

红芯丑闻遭曝光 伪自主创新需严惩

8 月 31 日，河北科技大学在其官方网站刊发《学

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认

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

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持续两年多的韩春雨事件有了一个调查结果，也

引发关于科研诚信新一波的讨论。尽管韩春雨事件

有了结果，但它的整个过程引发全社会对于科研诚信

问题的关注和深层次思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

的基石、科学精神的关键。但是韩春雨事件暴露出

来的种种问题让人们看到我国科研诚信管理等方

面的不完善之处。防止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

学风的滋长，遏制伪造、抄袭等科研不端行为的蔓

延，已迫在眉睫。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

若干意见》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该意见明确提出学

术委员会是科研诚信工作的主体，科研诚信的界定

进一步明确。

韩春雨事件有了结果 科研诚信还在路上

质量低下、版面买卖成风、管理混乱是最近这些年

我国科技期刊公认的怪现状。直接的后果是，一流和二

流稿件选择投向国外。科技期刊管理乱、水平低—高水

平论文投向国外—没有好论文投稿—我国期刊水平愈

发低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形成的死局。

办不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顶级期刊，这是我国学术

界多年的隐痛。

以前普遍的认知是我们没钱、没人才、没足够多

的拿得出手的成果，所以顶级期刊办不起来。但当人

财物的问题解决之后，办不好科技期刊的问题出在哪

里？这是学术圈痛心疾首的问题。今年的香山会议

集聚众多学界“大咖”讨论这一问题。

不仅学界关注，管理部门也高度重视。

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上，科技期刊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程。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

调科技期刊的重要意义，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为目标，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

这些年，我国科研投入稳定增加，科研成果水平不

断提高，科技论文数量日益增多。可以说，基础条件已

经具备，举国上下也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

改革形成好的体制机制，真正把科技期刊做大做强。

期刊乱象需变革 做大做强成共识

11 月 26 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

对媒体宣称：一对基因经过修改的双胞胎已于 11 月

诞生，基因编辑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贺建奎自认为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

儿在中国诞生”，表明“中国在这一研究上走到了世界

前列”。

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除了技术上的讨论与质疑，人们最关注伦理和道

德层面的问题。任何科学试验的目的是造福于人和

社会，当一项技术结果未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真实应

用到人类身上？这样的研究能不能被批准和允许？

如果这一选择获得人类社会的认同，后果将会怎样？

我们是否需要订立伦理和法律，以避免未来社会沦为

一个失控的世界？

随后，有逾百名科学家联名发声，坚决反对、强烈

谴责人体胚胎基因编辑。联名信称，这项所谓研究的

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

能用“疯狂”来形容。

这一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科研道德和科学伦理

问题，也让更多人清楚：科学研究除了天马行空、敢闯

敢干、大胆创新，同时也应该是在一定的秩序、规则、

伦理的规范下进行的。

基因编辑婴儿出现 全民热议科学伦理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在 2018 年的最后几天，《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

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被广泛传播。它讲述了一个叫

周洋的小女孩，在癌症治疗绝望之时，她的家人被权

健公司游说最终选择终止医院化疗，转而服用其生产

的“抗癌”产品，两个月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

化并最终死亡。

这个过程、这个套路听起来是不是有种熟悉的

感觉？2016 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正是一个年轻人

在癌症绝望之中被莆田系医院劝说采用“前沿”的

疗法。正如莆田系医院用“高科技”的生物免疫疗

法打动魏则西和他的家人一样，权健公

司宣称其掌握着重金购买的抗癌秘方。

癌症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

身处绝望中，容易相信奇迹和许诺。普

通人看来一听就是骗人的秘方、高科

技和抗癌神药，却容易成为他们的希

望。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难以将他们

的选择以科学素养而论。但可以想

见的是，如果监管不加强，类似的

事件还会发生。

“神药”频出 问题在科学素养还是监管

如果说其他话题都是在某一个特定新闻事件发

生后引发的热点探讨，那么关于转基因讨论和争辩就

真的是一场“持久战”。这场争论在 2018年从年初持

续到了年尾。

1月，有新闻称我国转基因抗虫水稻获美国食用许

可，随后经历了一波质疑、澄清、再质疑、再澄清的过程。6

月，转基因黄金大米在美获食用许可后这个过程又复制

了一次。7月，有种业公司被查出的涉嫌违规种植2590亩

转基因玉米，再次引来争论。不管是支持转基因的一方，

还是反对转基因的一方都有不少支持者，这也就让转基

因的话题愈发热烈。

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的

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科

学的范畴。按照国际惯例，科

学问题的探讨应该听取国际主

流科学界的观点。科学家进

行的研究实验、国际学术界的

信誉，才是相关观点的来源

和保障。但我国的转基因之

争显然已经不在这个范畴。

转基因之争 这是一场“持久战”

10 月 ，有 媒 体 爆 出 中 科 院 国 家 天 文 台 FAST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人才招聘，一年的薪资大约

在 10 万元左右，未曾想招聘遇冷，原定招聘 24 人

却只招到半数。消息一出，立刻登上各大媒体头

条 ，引 发 网 友 热 议 。 人 们 的 观 点 各 不 相 同 ，且 针

锋相对。

有人认为此次招聘的岗位所涉及的专业都属热

门专业，如数据处理、数据中心运营和通信维护。相

对于岗位的高要求，FAST此次开出的待遇“有点少”，

找不到人也是理所当然。也有人认为 FAST 地处贵

州，10 万的薪资已经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算是相当

不错了。

10 万年薪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本来是一个个

体事件，但是引发的却是人们对于科研人员待遇的大

讨论。科研工作者到底赚多少钱合适？这恐怕将是

一个经久不绝的大话题。

FAST十万年薪招聘 科研人员待遇多少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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