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星发射、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智能安防……5 月 26 日下午，在“南

京金鱼嘴每日路演首场活动暨新一代信息技术专场”活动中，参与路演的

前沿科技项目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些项目都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息息相关。

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是最关键的考察维度

“创新是最好的进攻，是企业对市场变化的主动响应。‘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护城河’。”主题演讲中，毅达资本董事长应文

禄说道。

带领团队每年看近 8000家企业的经历，让应文禄做出判断，“模式类

创新创业和投资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但科技类创新如火如荼，掌握关键的

核心技术还得靠自己。”

硬科技企业如何才能生存并胜出？应文禄给出的第一个秘籍是创

新。“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考量，是我们考察一家科技型企业时最重要

的维度。”他说，毅达资本做项目尽调时，逐步形成了“科技十问”的标准，

更重点关注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创始团队的科技 DNA、

企业是否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等。

如今，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保障关键产业链的安全，补链强链，提

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成为社会共识。

“如果说创新是最好的进攻，‘国产替代’就是最重要的防守。”应文禄

建议，龙头企业应当尽快完成产业链的国产化替代，在供应链安全前提

下，向产业高端延伸。而广大中小企业要积极向龙头企业靠拢，主动融入

更强大的供应链中。

这与国中创投管理合伙人贾巍的观点不谋而合，“电子信息硬件领

域，创业企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可以先进入大厂的供应链，配合

这些龙头企业做一些小的专的领域的攻关，在细分领域钻研，虽然有时对

方要求会高一些，但经过这样的历练会有所成长，以后可以再图谋更大的

发展。”贾巍说。

投资人也很看重技术成熟度和团队人员素养

对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创业者来说，如何才能吸引资本的关注？多位

创投企业高管表示，除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创业者及其团队的素养，也决

定了资本是否愿意助其一臂之力。

贾巍就尤为看重人的价值，“现在中国很多创业者出自名校，从学习

到创业都很强，融资能力也不错，是高分高能，这体现了中国创业者整体

能力的提高。”贾巍说。

联想创投执行董事顾正斌提供了更多投资“赛手”的方法论，“科技人

才和创业人才本质上是两种人，怎么选创业人才，我们需要用技术和人力

资源定调。”

顾正斌说，技术定调主要看创业团队技术的成熟度，如果还只是停留

在论文阶段的技术就不行，要把技术变成产品才行。

而对人的评价，则更复杂多元，“你读的书、做的事、跟谁在一起、你受

到的对待，就决定了你今天的成就。创业人才需要懂行业，能把产业链的

图勾画出来，知道上下游都是哪些人在干。”顾正斌举了个例子，如果要做

一只话筒，创业者需要知道它共有多少零部件，其中最贵的零部件制造企

业前 5名是哪几家，将来优化的空间在哪里？

“但这也只是迭代型、优化型的创业人才，颠覆性的创业者往往非常

难选，从 0到 1的创业很难，这个时候人是最重要的。”顾正斌说。

创业需要兼顾科技理想与市场期待

对于科技企业创业者来说，如何兼顾科技理想与市场期待，是不小的

挑战。

应文禄记得，深圳科技局曾经做过一项调研，深圳科技公司 97%都是

通过需求导向模式来开展创新。“深圳成功的技术公司大多都是先根据市

场需求，做一个适合市场的产品让企业生存下去，然后通过产学研合作，

选择合适的技术不断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品质。科技公司的成长路径与传

统意义上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不一样。”应文禄说。

市场是检验产品品质的试金石。应文禄认为，高科技、硬科技、黑科

技和深科技，最后都必须回归商业本质，看这种科技能否投入产业应用。

所以投资时，他们不仅关心企业的核心技术，更关注企业的技术能否成功

实现应用，关心企业产品的应用端客户结构，关心这家企业的客户质量，

看企业的朋友圈是不是行业里的头部企业。

“当然，重视技术市场应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基础学科的研究。”应

文禄话锋一转，“中国各级政府、高校、科研单位也应和企业协同开展合

作，在基础科学和先进技术研究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什么样的科技企业

会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热点追踪

◎本报记者 金 凤

◎本报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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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据库已成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信息

交流平台，中国应有更多有分量的论文和有影响力的期刊，

同时应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的权威文献数据库，才能在

未来科学技术的竞争中掌握话语权。

王泽方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近日，中国昆虫学会、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等

单位的一项调研发现，我国高等院校在购买数据

方面的花费相当可观。上海地区 2019 年有 4 家

高校购买资源的经费超过了 3000 万元，其中一

家达到 6000万元。

我国缺乏完备的文献数据库，不仅要支出大

量科研经费购买文献数据，而且科学信息严重依

赖国外，也为科学研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今，文献数据库已成为从世界看中国、从

中国看世界的信息交流平台，中国应有更多有分

量的论文和有影响力的期刊，同时应建立属于自

己的世界一流的权威文献数据库，才能在未来科

学技术的竞争中掌握话语权。”天津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王泽方表示。

“几乎每个学科在开展一项研究前都要先做

大量的文献调研。”王泽方介绍，以生命科学为

例，目前在生命科学领域最常用的数据文献库比

较集中，几乎都来自国外大型商业化出版集团。

其中最大的是荷兰的爱思唯尔（Elsevier），这个

集团出版了 2500 余种期刊，大名鼎鼎的《柳叶

刀》《细胞》等期刊都属于该集团。此外爱思唯尔

还出版 3.9 万余种电子书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

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斯高帕斯（Scopus）等，每年全

球共有 35万篇论文发表在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

期刊中。

此外施普林格·自然和约翰·威利父子出版

公司也是为整个科研界提供顶尖服务的全球性

出版集团，前者拥有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

望的科学期刊《自然》，后者出版的期刊涉及化

学、化工、生命、计算机工程、数学、物理等，是非

常全面的大型出版社。

“除了上述数据文献来源，科学网（Web of

Science）也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平

台。”王泽方透露，“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影响

因子就是由科学网提出的。”

“此外，还有一些获取文献数据的补充途径，

包括各专业组织或学会主办的平台或期刊。其

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提供的

一个免费搜索引擎 PubMed，它能提供全面的生

物医学方面的论文以及摘要的检索服务，是目前

互联网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免费搜索引擎。另外，

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著名期刊《科学》（Sci-

ence）和美国科学院主办的《美国科学院院报》

（PNAS）也是获取生命科学文献的重要途径之

一。”王泽方说。

“除了英文数据库，常用的还有几个中文文

献数据库，比如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王泽方介绍，其中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是一个虚拟的科技文献信

息服务机构。

常用文献库几乎都隶属国外出版集团

对目前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大量依赖国外数

据文献库的现状，王泽方无奈地表示：“生命科学

领域的文献 90%以上都出自这些英文数据库，大

量的重磅科研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自然》《细

胞》和《柳叶刀》等重要期刊上，因此要想掌握学

科内的最新动态，必须要经常查阅这些文献。”

“这样的后果会导致科学研究受制于人，从

大处说，随时可能被‘卡脖子’，很多科研将无法

开展；从小处说，很多规则都是对方制定，使用起

来将处处受限。”王泽方说，“我们花费了大量的

经费订阅数据库，但是并不能获得原始数据。同

时在线人数也受到限制，超出使用人数，其他人

就无法查阅数据，只能等待有人下线后再使用。”

此外，不是所有高校都有充足的科研经费购

买所有重要数据库，这些高校的科研人员和学生

的研究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有的高校可能会根

据自己的优势学科，购买部分专业的数据库。其

他专业的学生就需要靠文献传递的方式，通过其

他高校或者其他途径获取文献，非常不方便。“久

而久之就会造成教育资源不均衡，学科发展不平

衡。”王泽方担忧地表示。

“更严重的是，数据库还是一个学术交流的

平台，关乎知识产权竞争和学术话语权。”王泽方

解释，由于某些著名期刊影响力大，在此发论文

数据文献库对科研的意义非常重大

“国家已经意识到文献传播也就是知识产权

传播的话语权与主动权的重要性，因此推出了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旨在推动我国科

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王泽方介绍，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生

命科学领域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期刊。

其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

会共同主办的《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是一

本以全英文形式出版、编辑和发行原创性研究论

文、学科综述及快报的国际性学术月刊。

此外还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中国生物物

理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

主办，由施普林格负责海外发行的《蛋白和细胞》

（Protein & Cell）杂志，是一本创立于 2010 年的

本土期刊，主编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担任。

“虽然目前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有了一些自

己的高水平期刊杂志，但是要想做到海外四大数

据库的规模还任重道远。”王泽方说。

纵观这些老牌出版集团的发展历史，爱思唯

尔的前身可追溯到 16 世纪，而现代公司也兴起

于 1880年；施普林格·自然成立于 1869年；约翰·

威利父子出版公司成立于 1807年，都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发展，这几大出版集团通

过合并小的期刊杂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都变

成了超大的文献数据库。

“因为历史悠久，建设完善，这些出版集团边

际效应非常低，维护成本很少，特别是网络化以

后。”王泽方认为，与此同时，现在再进入这个行

业，壁垒就变得非常高了，因为大量的版权已经

掌握在这些出版集团手中，需要花大价钱购买，

根本无法形成良性的竞争。

此外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数据

库，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语言问题。“目前学术期刊

的官方语言几乎都是英语，因此合并起来相对容

易。而我们的很多期刊都是中文。”王泽方表示。

“未来通过政策引导和政府扶持，一定会加

快中国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王泽方建议，可以借

鉴国外的商业运作模式，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

比如某一领域的数据文献对某家公司特别有价

值，那么就可以由这家公司负责这一领域的文献

数据库的建设。这样就可以集合社会资本，积少

成多，最终建立起大型、完备的我国本土的文献

数据库。

建立大型本土文献数据库势在必行

加强文献数据库建设加强文献数据库建设
别让科学研究从源头被截流别让科学研究从源头被截流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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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野生亚洲

象，近日却一路向北迁徙，目前持续在昆明市晋

宁区活动，人象平安。

“这次的 15 头野生亚洲象向北游荡，或是

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生

态学研究所教授张立表示，未来恢复野象生存

空间，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

虽然这群北迁野生亚洲象目前尚未造成人

员伤亡，但人象冲突隐患激增，该如何防范才能

确保人象安全？它们北迁背后的原因又是什

么？保护亚洲象，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
亚洲象面临的最大威胁

亚洲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于

人为干扰，它们的分布面积不断缩小，目前仅分

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 3个州市。

“栖息地面积减少和破碎化是导致大型濒危

物种扩散的主要原因。”张立称，为了生存，野生

亚洲象不得不向新的领域游荡。

2015年 1月，张立在《兽类学报》上参与发表

的《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评价》调查显示，亚

洲象种群距离人类生活居住区越来越近，不时会

进入保护区域外的农地取食。2016 年 7 月发表

在《生态学报》的《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

价》也显示，亚洲象种群生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

“过去的 30年里，我国加强保护野生动物取

得成效，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恢复增长。”张立表

示，但近 20 年间，在野生亚洲象保护区域外，由

于当地大量种植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使野生

亚洲象栖息地面积大幅减少，缩小达 40%以上。

另外，野生亚洲象栖息地破碎化，促使它们

通过不断迁徙寻找新的合适栖息地，这中间就会

出现人象接触，甚至是冲突。

如何有效阻挡野生象群
的“步步紧逼”

随着野生象群“步步紧逼”，昆明城区联合指

挥部已经通知沿边群众及早做好撤离和防范准

备，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了解亚洲象的基本生活习性和活动习惯，

有利于社区群众在遇到野生亚洲象时及时避险，

避免人身伤亡。”张立说。

野生亚洲象群如果继续向城市、村庄等人员

密集区移动，如何有效阻挡？张立介绍，首先，可

以利用各种措施进行人为干扰，比如利用甘蔗、

盐等食物进行诱导，并在进城路口采取电围栏等

措施进行围堵拦截。或者也可以采用麻醉后搬

运，但这个方法有风险且花费成本高。

其次，政府部门尤其是林业主管部门要做好

监测，第一时间进行预报预警通告。比如监测它

们的移动轨迹、生活区域等。

最后，若在野外或道路上人象“偶遇”，尽量

不要靠近大象，不要围观、挑逗、戏弄大象，禁止

用鞭炮、礼花弹等恶意驱赶，因为野生亚洲象受

到惊吓后会因自卫的本能对人类发起攻击。群

众应听从监测员指挥，不要冲卡，注意安全，避免

造成人员伤亡。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面对逐步逼近的大象，我们到底该如何缓解

人象冲突，保护野生亚洲象呢？

张立表示，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从象群对栖

息地的选择，以及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造成的影响

方面来着手。除了保护天然林外，还要通过国家推

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通

过大尺度、跨区域的景观保护规划，通过生态廊道、

生态修复等措施，来恢复和增加亚洲象种群的生存

空间，以长期维持并保护其种群的健康发展。

另外，针对野生亚洲象取食农作物现象，还

应该通过生态补偿来解决当地老百姓生计问题。

据了解，经过 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

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

发展到目前的约 300头。

云南野象迁徙：一个披着有趣“外衣”的严肃问题

除了保护天然林外，还要通

过国家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通过大

尺度、跨区域的景观保护规划，

通过生态廊道、生态修复等措

施，来恢复和增加亚洲象种群的

生存空间，以长期维持并保护其

种群的健康发展。

张立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教授

代表着被学术界认可。因此科研人员会努力在

这些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谁先发表出来，谁就

抢占了这项研究的知识产权，这对于科研的意义

非常重大。

如今几大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垄断了科技文

献数据库，他们随意提价已让学界与出版商矛盾

频出。2018 年底，美国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未

能就开放获取出版协议和订阅价格达成一致。

谈判破裂后，爱思唯尔切断了加州大学对其旗下

千余种期刊的访问权限。直到今年，双方才重新

达成合作。这期间，加州大学 35 万余名师生只

能通过求助所在校区的图书馆、在网络上寻找合

法的开放获取副本、或者直接联系作者等方法来

获取他们想读的新论文。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关注生命科学研究四要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