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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浙江是资源小省，却成为科技

创新大省。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

5 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第 6 位，

企业创新能力居第 2 位，知识产权

和专利综合实力均居第 4 位。2015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7％。今

年上半年，生产总值 20762 亿元，同

比增长 7.7％……“第一把手”抓“第

一生产力”，浙江前后三任省委书记

一届传一届带领全省人民干，以发

展速度、科技质量和创新动力，在全

国 科 技 创 新 高 地 上 竖 起“ 浙 江 标

杆”。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刚 7 月在浙江调研时说，科技创新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

强，整个浙江的自主创新能力走在

了全国前列。

抓“第一生产力”
一届接着一届干

浙江省委、省政府抓“第一生产

力”,真正把创新摆在了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与政府的高效服务融合产生强

大动能，形成有浙江特色的创新体

系，创新发展呈现出了加速推进的

良好态势。

“ 第 一 把 手 ”抓“ 第 一 生 产

力 ”。 2006 年 1 月 ，时 任 浙 江 省 委

书记习近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加快科技进步与自主创

新，浙江的特点：一是集聚创新要

素，始终坚持以开放的思路、市场

的办法集聚和配置科技资源；二是

激活创新主体，始终坚持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动力促进科技进步与创

新；三是转化创新成果，始终坚持

以形成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为目的。

赵洪祝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后，

抓“第一生产力”不遗余力，大力引

进大院名校和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青山湖科技城奠基建设，国家技术

创新工程试点省获批建设……

夏宝龙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接

力抓“第一生产力”，密集调研科技

创新工作，进一步提出“四个第一”要求。2016 年，省

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补齐的“第一短板”。

浙江省坚持和完善市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

任制考核,各地市县党政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十

二五”时期，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960.54 亿元，年均

增长 15.6％。围绕不同主题，在 11 个市和有关高新区

开展 20 多项改革试点，涌现出了新昌、滨江等一批改

革样板。科技部在新昌召开全国市县科技工作经验

交流现场会推广新昌的改革。

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浙江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前的 7 月下旬，省政府

出台决定：企业建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最高给

予 3000 万元的支持。这是在浙江省把重点研究院建

在企业战略实施以来出台的新政策。

浙江在新能源汽车、信息经济等 23 条产业链建设

了 209 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选派青年科学家 106

名。省财政给予每家 500 万元或 1000 万元的建设经费

补助，企业所在地政府同比例配套；每年至少支持实

施 1 个省重大科技专项，给予 100 万元或 150 万元的经

费补助。到目前，省政府已累计资助 12.1 亿元，带动企

业投入研发经费 80 多亿元，建成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

心 2536 家、省级企业研究院 474 家。

充分发挥每年 3 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专项

资金作用。浙江全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7905 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23156 家。培育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

创新型企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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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 NgAgo 技术有严重的怀

疑。”有国外同行如此评说韩春雨公布

的实验。

“我们实验室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风口浪尖上的韩春雨如此回应。

“本刊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

事。”发表韩春雨论文的英国《自然·生

物技术》2日声明。

这是近来广受关注的韩春雨基因

编辑技术论文引发争议之后，几个主要

当事方的态度。

争议什么

中国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及其

团队 5 月份在全球知名学术刊物《自

然》的子刊《自然·生物技术》上报告说，

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NgA-

go－gDNA。论文一发表便引起全球

生物学界巨大关注。

不少研究者纷纷跟进这项技术，随

后不时传出各种消息，有的说重复不了

该实验，有的说能重复但效率低，但迄

今还没有任何正式发表的科学文献表

达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质疑高峰出现在近几天，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在

网上公开发文表示，他不能重复韩春雨

论文中描述的实验，并且在与许多同行

的讨论中得知他们也无法重复该实验，

他呼吁《自然·生物技术》要求韩春雨公

布更多原始数据和实验细节。

相关方态度

对于相关质疑，韩春雨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论文是真实

的，“我们实验室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他强调，自己忙于科研，对于外面的种

种说法，不愿意多费精力来做回应。

新华社记者联系了《自然·生物技

术》编辑部，该刊发言人声明说：“《自

然·生物技术》对于人们提出的任何关

于论文的疑虑都会认真对待，并加以慎

重考虑。已有若干研究者联系本刊，表

示无法重复这项研究。本刊将按照既

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担任主编

的科学类新媒体《知识分子》曾在韩春

雨论文刚发表时予以重点介绍，引发了

国内媒体的报道热潮。饶毅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韩春雨的工作，与

其他初次发表的工作一样，需要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需

要时间检验，需要多方面比较，需要知道能够有多少发展，

才知道是否过硬，有多大意义。”

怎么看科学

这次论文事件引发巨大关注，与多种因素有关。

一方面，基因编辑是当前热门领域，具有很大的科学价

值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韩春雨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在河北科技大学工作，凭借上述论文，一鸣惊人；而如

今遭受国际同行的质疑，也引发人们担心，剧情会否反

转。从论文发表至今，媒体对韩春雨紧追不舍，那应该

怎样客观看待相关报道呢？

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教授吴建永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科研事件往往要在多年后才能做出最终

结论，因为许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因素复杂，需要时间才能

辨别真伪。

吴建永为此写了题为《木桌子效应》的科普文章，回顾

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费米当年用中子引发核裂变，别人却不

能重复的故事。

当然，科学界也有实验确有问题而最后真相大白的

例子。比如轰动一时的日本小保方晴子案例，她2014年1

月在《自然》上发表关于一种“万能细胞”的论文，在同行无

法重复并提出质疑后，她自己无法在有监督的条件下重复

实验。最终她供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当年12月宣布

否定其论文结果。

费米和小保方晴子的两个案例说明，在一个新实验

暂时不能被他人重复时，各种可能都有。在韩春雨论文的

争议中，各方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强调要以实验结果为立

论基础。因此，最后的结论也要看更多的实验，而这需要

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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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约成本，上海金狮化工有限公司一直使用自购

仪器开展测试。今年初，拿到“科技创新券”后，该公司委

托上海高分子料研究开发中心，借助其价值 200多万元

的扫描电镜为两个研发中的样品进行测试，省去了上百

万的测试仪器采购费，加速了新产品上市的节奏。

2015年7月起，上海市科委面向中小微企业、创业团

队推出科技创新券政策（以下简称“创新券”），至今已满

一年。这种由政府发放的用于购买科技服务机构检验测

试、仪器共享、研发合作等创新服务的权益凭证，能够大

幅降低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研发成本。据统计，截

至目前，已有970家企业使用了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达

1 亿元。根据科技创新券补贴条件，预计最终兑现近

2000万元，撬动社会5倍的科技研发投入。

上海通过打造“互联网+科技服务+创新券”的创新

模式，短短的一年之内，带动了科技服务的线上交易量

达到 1.06 亿元。小小的一张券何以引发科技公共服务

市场的内需提振，带动创新全流程服务？8月 4日《长江

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论坛》将在沪召开，在会议前夕，

科技日报记者深入探访创新券的神奇。

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

创新券是舶来品，自荷兰在 2004 年推出这项政策

之后，很多国家陆续跟进，目前欧美近 20多个国家已出

台相应政策。

2009 年，世界银行和科技部专家撰写的《中国：促

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一书中首次引入“创新券”的

概念。2012年 9月，江苏省宿迁市在我国率先实践创新

券，目前国内出台创新券政策的有北京、上海、湖北、浙

江、江苏等 13个省市地区。

早在 2007 年，上海市颁布全国首个促进大型科学

仪器共享的地方性法规；从 2009年起，上海市科委实施

了对中小微企业使用大型仪器共享服务的补贴政策；

去年，创新券政策出台，将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和研发技

术服务纳入创新券补贴范围——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

队可以共享加盟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 5276台大型

科学仪器设施和 125 家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提供

的 866 项研发和检测服务，通过“事前申请，事后兑换”

的方式获得创新券补贴支持。

政府以不设支持门槛的创新券扶持企业政策，对

尚不具备研发实力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

调研发现，高校、科研院所有大量科学仪器，在为企业

服务方面却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作为创新券政策

的具体执行机构，通过引进“牵翼网”创新服务电商平

台，在解决政府政策执行和管理监督问题的同时，又实

现了企业与科研机构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

今年初，上海威碳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新

型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急需在 1个月内拿到第三方的

拉伸强度试验报告。他们联系了多家高校、科研院所

的实验室，不是达不到试验要求，就是要排队等待 1 个

月以上。然而联系牵翼网后，威碳很快找到了合适的

科研机构，在两周内拿到了检测报告。威碳公司总经

理竺铝涛说：“创新券让我们不但节省了 50%的检测费

用，还提高了研发效率。我们又在牵翼网下了两次单，

共节省近 2万元。”

去年 7 月上线以来，牵翼网的线上交易量达到

1.06 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需求最大的检验测试占据

了 80%以上的业务量。牵翼网创始人刘慧伟说，企业

用户在网站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就能找到对应的服

务产品。 （下转第三版）

上海：一张科技创新券 撬动科研大市场
本报记者 王 春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日电 （记者张梦然）最倒霉

的恒星什么样？大概是每隔不到两分钟就被“同伴”

用高能电子抽打一次。日前一组国际天文学家发现

一颗恒星亮度变化比以前认为的要剧烈得多：在 30秒

瞬间内亮度就能提高 400％。进一步观察发现，这实

际上是一个双星系统，其中一颗对另一颗以相对论性

电子束进行轰击。

这颗恒星 AR Scorpii 位于天蝎座，距离地球 380

光年左右。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文学家观察到了恒星

AR Scorpii 并标记为“周期变星”，认为它是一颗闪

烁、孤独的变星并不再关注它。但直到近期，国际研

究团队对其展开深入观测时，发现人类还从未在别处

见过该恒星系统的表现。

团队利用哈勃望远镜与甚大望远镜等工具发现，

AR Scorpii并不只有一颗恒星，而是被锁在一起的两

颗，其中一颗是尺寸与地球相似，但质量是地球 20 万

倍的白矮星，即一种演化到末期呈白色的恒星，低光

度、高密度、高温度；而另一颗则是尺寸为太阳三分之

一的冰冷红矮星，表面温度很低、颜色偏红。

更令人惊奇的是，恒星 AR Scorpii的亮度在 30秒

内就增亮了 400％——这是由于白矮星转速太快，以

至于其电子的速度接近光速，每 1.97 分钟就挥动这条

“高能电子之鞭”抽打它的红矮星同伴一次，并释放出

巨大的电磁辐射脉冲。

此次发现的脉冲强度前所未有，且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接近光速的相对论性电子的精确来源，仅推测它

们与白矮星旋转有关。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该团队

成员表示，白矮星一般不会展示出高能现象，因此这

些相对论性电子很难让人理解。该天体系统或许可

成为一种新型“宇宙粒子加速器”。

相关研究报告在线发表在本周出版的英国《自然》杂

志上。下一步，该团队将利用包括XMM-牛顿X射线望

远镜在内的天文设备，继续监测AR Scorpii恒星系统，

以希望尽可能地缩小这些高能电子的起源地范围。

对 AR Scorpii 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白矮星在它生命剩下的时间里仍将和同伴相爱相杀

下去；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观测新型“宇宙粒子加

速器”的绝好机会，同时这

极端罕见的情形也再次提

醒我们，对于银河系各种

形态的天体系统，人类仍

知之甚少。

本以为同属一颗星 却每隔 1.97分钟就“打架”

白矮星用电子束轰击“同伴”

新华社伦敦 8月 2日电 （记者张家伟）对于近来

引起巨大关注的韩春雨论文争议事件，刊登该论文的

英国《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 2 日向

新华社记者发来邮件，表示已了解一些研究者的相关

疑虑，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这位发言人在邮件中说：“《自然·生物技术》对于

人们提出的任何关于论文的疑虑都会认真对待，并加

以慎重考虑。已有若干研究者联系本刊，表示无法重

复这项研究。本刊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中国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及其团队 5 月份在全

球著名学术刊物《自然》的子刊《自然·生物技术》上报

告 说 ，发 明 了 一 种 新 的 基 因 编 辑 技 术 NgAgo －

gDNA。论文一发表便引起全球生物学界巨大关注，

因为基因编辑是当前的热门领域，主流技术是美国科

研人员的 CRISPR－Cas9 技术。而根据论文，NgA-

go－gDNA 技术与 CRISPR－Cas9 技术相比在一些方

面具有优势。

近来一些国际同行对韩春雨论文表示质疑，如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在网上公

开发文表示，他不能重复韩春雨论文中描述的实验，

并且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得知他们也无法重复该

实验。布尔焦表示，“我对 NgAgo 技术有严重的怀

疑”，他呼吁《自然·生物技术》要求韩春雨公布更多原

始数据和实验细节。

《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说：“作为在‘自然科研’

旗下期刊发表论文的条件之一，作者须将材料、数据、

代码和相关的实验流程及时向读者提供，不可加以不

当限制。”

韩春雨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论文

是真实的，“我们实验室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自然》杂志子刊声明将调查韩春雨论文争议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日电 （荣元昭 记

者付毅飞 史俊斌）记者 2 日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获悉，由该集团公司四院自主研

制的我国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推力最大

固体火箭发动机当日圆满完成地面热试车。

航天科技四院 41 所首席专家、固体运

载发动机总设计师王健儒介绍,3 米固体

火箭发动机应用于重型运载火箭固体助

推 器 中 ，可 实 现 近 地 轨 道 运 载 能 力 达 到

100t 以上，满足我国载人登月、深空探索

的发展需求。

此次成功试车的直径三米两分段大型

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是四院固体火箭发动

机家族中的“大力士”。该项目自 2013 年年

底立项后，实现了固体分段式发动机的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其间攻克了大直径固体发

动机燃烧室分段对接、长时间工作喷管热结

构设计、分段式固体发动机燃烧稳定性等多

项重大关键技术，圆满完成了大推力发动

机、两段式和三段式技术验证发动机研试工

作，采用并验证了 10 余项新工艺，建立了 20

余项新测试与试验方法，目前已形成 10 多

项技术专利。

四院有关专家表示，试车成功进一步验

证了我国大型分段式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

方案及其关键技术，全面考核了仿真、材料、

制造工艺与试验等相关能力，标志着我国已

掌握大型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关键技术，拉

开了固体发动机进军运载火箭捆绑助推动

力领域的序幕。

后续，四院将重点从复合材料、推进剂

等高成本环节入手，在设计源头上采用低成

本设计思路方法，让固体发动机不仅安全可

靠，而且质优价廉。

推力最大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謇”号经过11天、2820海里的航行，于2日在东经146度的太平洋海域穿越赤道，驶入南半球。
赤道一带常年气温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受上升垂直气流影响，不能形成较大的风区，这就是“赤道无风带”。进入风平浪静的赤道海域后，“张謇”号举行了消防演

习，并加强了防海盗的戒备工作，安排值班船员日夜瞭望。据“张謇”号船长查达武介绍，穿越赤道后，“张謇”号将从南太平洋驶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俾斯麦海，预计将于3
日下午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港。在办理完入关手续、进行物资补给和人员交换后，“张謇”号将穿越圣乔治海峡，前往所罗门海的新不列颠海沟附近
海域。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岑志连文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