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科技热点事件都能生发人们的观点与看

法。这一年，各类科技事件引发的话题与争论很多。

从“期刊骗子”到“伪科学”、从科幻片的发展到科创板

的开板，从人造食品到清洁煤……2019年的尾声，我们

回顾这一年的热点科技事件，层层剖析，探寻它们背后

的科学精神。

《流浪地球》上映
掀起中国科幻热

2019 年 2 月，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

浪地球》上映，大受欢迎。因为《流浪地球》，2019 年被

称为“科幻电影元年”。中国科幻被认为迎来了“最好

的时代”。一方面，科幻电影深受观众期待，另一方面，

原创科幻文学蓬勃发展，几年来，刘慈欣、郝景芳相继

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

回顾往昔，中国科幻文学只是一个在小圈子活跃

的类型文学。如今，它已经走进了大众视野，科幻文

学“破圈”“出海”，成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关注的重要

议题。

在影视产业，科幻电影更是沉寂多年。科幻电影

需要主创兼对电影和科学都有充分理解。作为电影工

业体系的塔尖，科幻电影对工业化制作水平要求极高，

一部优秀科幻电影不仅要求有好的剧本，更要有成熟

的资本运作、道具模型制作和特效设计等。

到了 2019 年，随着科幻文学频繁拿奖和科幻电影

票房大卖，人们开始对我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和期待。

科幻产业的热度从年初持续到了年尾。2019年 11

月 22日，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召开，来自 14

个国家的近 60 位国际嘉宾和 300 余位中国知名科幻作

家、相关学者及科幻产业精英齐聚一堂，成为历年来中

国对外科幻文化交流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次盛会。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

科幻、喜欢科幻。“科幻热”的整体氛围又为中国科幻产

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土壤和素材。有理由相信，中国

的科幻产业将有更光明的前景。

人造食品扎堆亮相
端上餐桌仍需时日

5月 2日，美国一家人造肉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受

到资本市场青睐，创造了 21 世纪以来美国公司 IPO 首

日的最佳表现。在此之后，人造鸡蛋、人造奶又横空出

世。世界各国正掀起一场人造食品技术创新的热潮。

各国食品加工业正竭力应用高新技术，向人造食品时

代过渡，以竞争 21世纪新型食品市场。

人造食品听起来黑科技满满，但是不是很快能端

上寻常百姓家的餐桌呢？

专家认为，人造食品真正进入大众生活还面临各

种各样的难题。目前市场上或实验室尚在研制阶段的

人造食品与真实食物相比在口感方面仍有一定距离，

导致公众接受度不太高；更重要的是，人造食品生产成

本较高，没有统一、规范的认证体系和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更没有可靠、快速、便携、精确的安全检测技术，更

别提健全的危险性评估技术。因为这些关键因素的缺

失，以现有的情况来看，人造食品产业暂时还不具备向

外推广，扩大规模的条件。

“水氢发动机”哗众取宠
加强科学素养应成常态

5 月，一则《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市委书记点

赞！》的报道刷爆网络。文章称：“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

氢气，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一时间，人们疑惑能量

守恒定律还有效吗？这是不是一场披着高科技外衣的

骗局？

从理论上看，水制氢并非不可能，水氢

燃料的技术路线也存在。“水氢发动机”的

技术提供方湖北工业大学也作出回

应，车载铝合金水解制氢技术主

要是利用金属铝与水发生化

学反应来制备氢气，属于

一种制氢技术。

然 而 ，“ 水 氢

发动机”并不能

因此摆脱哗

众取宠的

嫌 疑 。

相对

于

技术的真实性，其高昂的成本和现有条件下无法量产

才是引发质疑的关键所在。正如专家所指出的，该技

术尚不成熟，成本比燃油贵 3—5倍，距大规模技术应用

还有一定距离。而“只需加水即可行驶”的说法则显得

颇为夸大其词和违反科学原理。

此事引发多个维度的讨论，首先是关于科学素养

的讨论。只有提高科学素养，才能长出慧眼，识别出

“水氢发动机”这类项目的真面目。其次是关于科学

政绩观的讨论，不能盲目追逐 GDP，为了招商引资而

放弃底线。第三是各类重大项目的决策、投资，必须

有科学论证、科学决策的过程，不让夸大其词的项目

有可乘之机。

弘扬科学家精神
学术界营造正气清风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

向全体院士发布《关于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做作风

和学风建设表率的倡议书》，倡导全体院士要以实际行

动带头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切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

11 月，在工程院新当选院士颁证仪式上，中国工

程院院长李晓红要求院士们自尊、自律、自勉、自省，

守正扬清、淡泊名利，严谨治学、求真务实，传递科学

精神旗帜，接力科学精神火炬，续写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的新篇章。

整个 2019年，学风建设被反复提及，学术界大力倡

导科学家精神。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科技人力资源

总量、科研论文总数等指标已位居全球领先位置，重大

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成果不断涌现。但学术界也出现

了浮夸、浮躁等现象。有人为了所谓的学术成果，跟风

科研；有人利用其“权威”“学术话语权”压制后学；还有

人利用职务便利做出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事情。这

些问题，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更影响了全社会对学术

界的看法。

加强学风作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对

于激发创新、鼓励原创性科学贡献、提高创新绩效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

科创板开市
科技金融迎来新变革

7 月 22 日 9 时 30 分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

性时刻，科创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中国资本市

场向科技创新企业打开大门，此举引发金融界、科技界

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科创板实现了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更加深度的

融合，它的推出，从小方面来讲是推动证券市场的健

康发展；从大方面讲，是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作为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科创板为今

年资本市场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企业上市实行

注册制，审核标准和流程透明度提升，审核力

度有增无减、效率大幅提高，发行承销更加市

场化；同时，科创板放宽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

上市条件，目前看来申报上市的企业科技含

量较高。

截至目前，科创板开市交易已有 5 个多

月，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上市公司数量市值

稳步增长，上市企业资质得到市场普遍认

可，不仅带动了资本市场外部立法司法体

系中相关规则的落地，为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更有效地推

动科技行业的发展。

当初，科创板开市时，官方曾表示，

科创板的改革举措肩负着两大使命，一

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创新

转型，二是用这块“试验田”推动资本市

场基本制度改革。目前看来，科创板运

行平稳。未来，它的发展能否符合各

方期待让我们拭目以待。

“唯论文”倾向
致期刊骗子频出

8 月，某高校研究生在论文投稿

时 被 假 网 站 骗 的 新 闻 引 发 坊 间 热

议。事件起因是一位研究生用百度

搜索出了某核心期刊官网，向官网

提供的邮箱投论文，并向编辑部转

账了审稿费和版面费。但后来她

才知道，官网、邮箱、编辑部均是冒

牌货。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在

于大家都“苦骗子期刊久矣”。期刊骗局只是论文黑产

的冰山一角，假冒出版社或者盗用出版社信息骗取所

谓的版面费的手段多种多样，被骗的人也不在少数。

期刊骗子与搜索引擎合作，让更多无辜者上钩。这些

被骗的人中，不仅有急于发表论文毕业的学生，也有科

研人员。

一个案例看出的是多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缺

乏统一的期刊平台供公众获知信息；另一方面是搜索

引擎为牟利与“期刊骗子”沆瀣一气；但究其根源，还在

于无论是教育评价体系还是职称评定体系中的“唯论

文”倾向依然没有被纠正，由此也催生了庞大的论文

“交易”市场。

灰色手段打造爆款
虚假流量危害网络生态

动辄几万、几十万的点赞；几百万、几千万的转发、

评论；以及看不出缘由的“10 万+”；还有那些全是好评

却实际平平的产品……流量爆款有的确实源于其内容

或是品质的优秀，但有的则是依赖某些“灰色手段”才

“脱颖而出”。流量、好评的背后暗藏着一条黑色产业

链。

被误导、被欺骗的人们对此忍耐已久，2019 年，全

民掀起了一股对虚假流量问题的讨论热潮，让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流量产业背后的真相。

曾几何时，人们对流量充满了崇拜，资本、舆论都

可以依靠流量赚取更大的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商家

通过制造流量来获得利益，购买者通过流量获得更多

人的关注，大家各取所需。正是这种所谓的“合作共

赢”，让虚假流量愈演愈烈。当榜单评估标准做得很

“水”，当数据服务都被明码标价，当粉丝、互动、阅读量

都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损害的是网络生态，更是普通

用户的利益。

未来，我们不仅要在法律法规上加大对“虚假刷

量”的处罚力度；我们也要不断更新技术，让虚假流量

无处遁形。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从对流量的

盲目崇拜中走出来，戳破泡沫，还原一个“干净”、诚信

的网络环境。

清洁煤中毒事件
折射安全知识普及短板

2019年底，北方进入取暖季，但是来自河北的几条

消息让人揪心。河北省承德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连续出现数名村民在采暖过程中因一氧化碳中毒身

亡。此外，还有不少人因同样的原因被送往医院抢救

和治疗。部分民众认为，这是由于政府推广的清洁煤

“招来的祸端”。

随着调查层层深入，人们才发现安全知识科普与

落实环节的严重缺失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清洁煤

在燃烧过程中尽管没有明显烟气，但在不充分燃烧时

同样会产生一氧化碳，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不注意的话

容易造成中毒事件。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洁煤由于是

再加工煤，燃点高、容易熄火、燃烧不充分，而这正是导

致一氧化碳出现的最大原因。

因此，用优质无烟煤、清洁型煤等洁净煤取暖时，

必须安装排烟管道，并保证排烟管道通畅、不漏气。此

外，房间也要保持通风，防止空气不流通，造成一氧化

碳集聚、煤气中毒。

此事敲响了一记警钟，让更多人认识到科学知识

普及的重要性。在清洁煤推广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民众进行科普教育，让大家了解清洁煤的使用

方法和技巧。有了安全知识做基础，清洁煤的使用才

有了安全保障。

知识付费流行
行业含金量缺乏保证

知识付费不是一个新鲜词。它是用户付费购买知

识服务，通过碎片化的学习，降低获取知识的时间成

本，从而快速获得一门知识或技巧的学习方式。2016

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多款知识付费产品上线，让花

钱买知识成为当下的流行概念。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2

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

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在

知识产权保护新政出台的背景下，知识付费行业迎来

利好。

知识付费的利好来了，但监管到位了吗？以内

容为主要支撑的知识付费，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问

题一直未能解决。不少业内人士提出，政府部门要

加强对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的外部监管，平台方应

建立知识提供者身份核实和行业分类等准入机制，

保证付费知识的“含金量”，还要建立价格干预机制

和评价反馈机制。

对知识付费产品来说，要想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

发展，就必须解决优质内容输出问题，建立完善的知识

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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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热点事件背后有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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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于 2019 年春节
档上映的《流浪地球》掀起
了中国科幻热。

新华社发

图② 由于种种原因，
人造肉真正进入大众生活
还尚需时日。

视觉中国供图

图③ 7月 22日 9时 30
分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
的历史性时刻，科创板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

新华社发

图④ 图为山东沂源
县一家煤炭公司工人正在
生产清洁煤。 新华社发

图⑤⑤ 知识付费是用
户付费购买知识服务，从
而快速获得一门知识或技
巧的学习方式。

视觉中国供图

图⑥图⑥ 据媒体报道，青
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可

“实时制取氢”，并且在南
阳试制了“车载水解制氢”
氢能源汽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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