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王俊鸣 责编 常丽君 陈 丹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公私合作创新模式专题①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5
日电（记者刘霞）据美国每

日科学网消息，英美科学家

构造出一个高质量空腔来

容纳一层超薄砷化镓，并通

过一个磁场调谐砷化镓，使

其同腔内特定状态的光发

生共振，光和物质耦合在一

起，形成了偏振子（Polari-

ton），这些偏振子像一个整

体那样行动。研究人员表

示，这是他们迄今观察到的

最强的光—物质耦合现象

之一，有望促进量子计算机

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在发表于近

期《自然·物理》杂志上的论

文中指出，砷化镓由美国桑

迪亚国家实验室科学家采

用分子束外延方法合成。

带领该研究的英国莱斯大

学的小泉科诺（音译）说：

“光和物质之间的耦合作

用如此强烈，使光和物质

混合成介于两者之间的物

质——偏振子。二者的相

互作用也会出现光—物质

纠缠，这一点对量子应用很

重要。”

科学家们使用所谓的

真空拉比分裂来测量光—

物质耦合的强度。研究人

员 李 欣 伟（音 译）称 ：“ 在

以 前 的 空 腔 实 验 中 ，99%

的光—物质耦合强度与所

用光子能相比，几乎可忽略

不计。最新实验中这个值

为 光 子 能 的 1/10，表 明 我

们进入了所谓的超强耦合

领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

为如果最终真空拉比分裂

比光子能大，物质会进入一

种新基态，这意味着我们能采用这一方法，诱导一种相

变（物质状态间的变化，比如从冰到水再到水蒸气），这

对凝聚态物理学非常重要。”

小泉科诺解释称，进入腔内的太赫兹光很少，光—

物质耦合依靠的是真空涨落。从量子学角度而言，真空

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充满了不断涨落的光子，它

们拥有所谓的零点能，正是这些真空光子同腔内的电子

发生了共振。这属于腔量子电动力学（QED）领域：腔

增强了光，腔内物质能与真空场共振。固态 QED 的独

特之处在于，光会同大量电子相互作用，这些电子就像

单个大原子。另外，为了提升 QED的功效，光—物质耦

合越强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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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25日电 （记者王小龙）英国的

一个研究小组在对两个意大利人群的基因组进行分析

后，发现了一个可能与咖啡消耗量相关的基因。研究

人员认为该基因或许能调节与咖啡因代谢有关的基因

表达。相关论文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网站上。

咖啡因是一种生物碱化合物，是一种中枢神经兴

奋剂，能够在短时间内阻绝睡意，兴奋精神，提升活

力。但在不同人身上，反应并不相同。以咖啡为例，有

些人极为敏感，饮用少许便能起效，而另一些人喝起来

和白开水无异。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尼古拉·皮拉

斯图和他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意大利人群中开展了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其中一组有 370人，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

小村庄；另一组有 843 人，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 6 个村

庄。在研究中，研究人员询问了来自意大利被试者每天

的咖啡消耗量，并在来自荷兰的1731位独立被试者身上

重复了实验。他们发现，一种名为 PDSS2的基因的表达

与咖啡消耗量有关，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如果 PDSS2基

因表达的蛋白质水平较高，与咖啡因代谢通路有关的基

因的表达便会受到抑制，从而阻碍咖啡因的降解。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识别出了 PDSS2 基因，并将其

与咖啡的消耗量联系了起来，但要最终确认这一结果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数量更多的被试者。

能喝多少咖啡或是基因说了算

新华社东京8月 25日电 （记者华义）日本研究人

员最新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在经 X 光照射之后，食用

过软枣猕猴桃汁的实验鼠脱氧核糖核酸（DNA）受损

程度较轻，这一结果表明软枣猕猴桃可能具有抗辐射

作用。

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又名奇异莓，为猕猴桃科

猕猴桃属植物，分布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软

枣猕猴桃是人工培植成功的野生果树品种，也是猕猴

桃家族中个头最小的成员。它表皮没有毛茸茸的“外

衣”，可直接食用，果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

基酸。

医学界已经证实，机体被 X 光照射后，会导致细胞

内 DNA 损伤，有可能引起癌症、不孕等，而 DNA 受损

的表征之一就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内出现有核红细胞。

共同社近日报道称，日本冈山大学副教授有元佐

贺惠等人比较了 16只经 X 光照射的实验鼠出现异常细

胞的情况，其中 10 只饮用了软枣猕猴桃汁，另外 6 只作

为对照组仅饮用普通水。虽然饮用软枣猕猴桃汁的实

验鼠照射 X 光后 24小时内造血干细胞内也出现了有核

红细胞，但与饮用普通水的实验鼠相比，前者体内有核

红细胞数量只有后者的 34％至 49％，表明 DNA 受损程

度较轻。

有元佐贺惠认为，这一研究显示食用软枣猕猴桃

汁具有抑制放射线危害的作用，此前他们还发现食用

软枣猕猴桃汁对皮肤癌、肺癌等也有抑制效果。

食用软枣猕猴桃汁可抗辐射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

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后，高创新度国家纷纷推出创新“新政”，形成又一轮

公私合作创新热潮。这固然与刺激私人创新投入的

需要直接相关，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创新理念的改变，

这就是创新治理思潮的兴起。

公私合作创新：创新治理重
要内容

所谓创新治理，就是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社会

等各方面利益主体，平等参与、交互作用、共创价值的

社会体系和机制。西方学者也把创新治理称为“无界

创新 2.0”（OPEN INNOVATION 2.0）或“四螺旋创

新体系”。创新治理的基本精神，是促进公共主体与

以私人主体之间合作，发挥公私各方的最大效能。

随着世纪之交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包括创新治理在内的社

会治理思潮强势兴起。创新治理思潮没有把市场与

政府对立起来，用市场来否定政府，或用政府来代替

市场，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主张发挥市场的基础作

用，同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因此，创新治理的政

策任务是寻找公共目标与私人目标的结合点，公共目

标依托企业等私人目标实现，企业等私人目标的实现

要体现公共目标。

公私相关方合作创新是创新治理最重要的内

容。公私相关方合作创新是指公共参与方和私营

参与方之间建立法律上的合作关系或协议，双方在

决策过程中互动，共同投入稀有资源，包括资金、人

员、设备和信息等，从而实现科学、技术、创新领域

的特定目标。当目标实现时共享收益，目标失败时

共担风险。公私合作的目标首先是公共目标，同时

也是私人目标。协议关系的法律前提是，利益主体

之间是平等关系。私方可以是一家企业，但更多情

况 下 是 多 个 非 政 府 的 利 益 攸 关 方 ，包 括 非 赢 利 机

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等，甚至包括政府官员、专

家和公众。

目前，欧盟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及俄罗斯、印度等大国，都在积极推广使用公

私合作的创新模式。

最根本特征：项目源自企业需求

传统科技计划中的创新项目，国家目标明确，但

缺乏企业用户需求。公私合作项目则来源于企业用

户的具体需求。可以说，公私合作创新模式最根本的

特征，就是项目来源于企业用户需求，国家目标通过

企业用户需求来实现。判断企业需求是否真实，关键

看企业是否为此投资。

此外，传统科技计划中的创新项目，解决的是技

术问题，因此只有单维的技术目标，没有技术、经济、

社会的综合目标和总体解决方案。而公私合作创新

计划解决的是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是三维的工程目

标，涵盖研发、生产、市场整个创新过程。比如，韩国

的智能汽车项目，不是单纯研发智能汽车技术，而是

启动智能汽车创新工程，其综合目标是把司机、车辆、

环境、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生活要素有机地连接到

一起。工程目标体现的是系统创新思想，能够综合考

虑从基础研究到生产应用的整个价值链过程，为重大

社会挑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并确定时间节点和工程

进度，可应用、可经营、可获益。

同时，公私合作项目的投入更多元化。一般而

言 ，公 私 合 作 的 创 新 项 目 投 入 ，政 府 资 金 不 超 过

50%，企业和社会资金在 50%以上。公私合作项目完

成以后，企业等创新主体就可获得创新利润，政府也

会获得公共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如

果项目不成功，则必须共担风险，企业、政府等投资

方要为此负责。

应用效果：1美元投资回报
32美元

公私合作创新项目的运营流程，可以简要分为项

目形成、项目实施和项目完成三个阶段。其核心内

容，是根据创新项目的经济性、社会性和技术性公开

招标。

从国际经验来看，公私合作模式在技术创新领

域的应用，总体上是成功的。首先是提高了公共资

金使用效率。美国学者对“制造业推广伙伴关系计

划”的研究表明，每 1 美元的联邦投资，将对经济增

长产生 32 美元的回报；对先进技术计划的研究表

明，联邦政府对整个计划的资助约为 22 亿美元，但

376 个资助项目中的 41 个已经取得 170 亿美元的净

社 会 收 益 。 其 次 是 有 效 化 解 和 分 散 了 创 新 风 险 。

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化解了一部分创新风险，还有

一部分被民间参加者分摊了，从而减少了政府的潜

在成本，而且带来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大量增加。再

次是增加了社会对创新的投资。由于可以预期的

利益，公私合作创新吸引了大量企业用户、风险资

本、银行资本、社会基金，成倍扩大了全社会的创新

投入。

在总结国际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改革发展实际，可以在重大创新专项、战略研发项目、

科研设施设备、科研机构建设、风险投资、人才培养等

领域开展公私合作创新试点。通过公私合作创新，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保障企业

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扩大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的自主权，建立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科技决策和创新活

动的机制，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

力，从而推进国家科技治理能力和创新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 （本报记者 姜靖整理）

项目源自企业需求 有助国家科技管理

“公私合作”模式已成创新治理热点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郭铁成

中日大学创新展示及研讨会8月25至 26日在东京国际展示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的32所大学展示了在通信、环境、能源、医疗以及防灾等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
图为南通大学展台，他们展示了在日本福冈设立的风险企业开发的远程诊断技术。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编者按 目前，有超过 70%的经合组织国家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支持科技创新，PPP 已成为热门

创新政策工具，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公私合作模式在提升战略性技术领域的国际

竞争力、促进技术成果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研究借鉴。从今日起，科技日报国际部将连续刊发

三篇介绍公私合作创新模式的文章，以飨读者。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最近，由于一名中国留学生的“倒戈”邮件曝光，

围绕“基因剪刀”CRISPR 技术的专利战再掀波澜。

这场专利之争不仅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还会影响将

来谁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也为

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科学家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

生动一课。

专利争夺战

自 2012 年诞生以来，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以

横扫之势风靡整个生物学界。科学界普遍认为，这

是 21 世纪以来生物技术方面最大的一个突破。但

随之而来的是举世瞩目的专利争夺战，一方是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另一方是麻省理

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创建的布罗德研究所的研

究者。

事件的大概情况是，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弗·道德纳

等人 2012 年 6 月首先在线发表了有关 CRISPR 技术的

论文，并在此之前 1 个月率先提交专利申请；而布罗德

研究所的张锋等人后来居上，虽然论文发表和专利申

请晚了一步，但他们首次证明 CRISPR 技术能应用于

人类细胞的基因组，反而获得了 CRISPR 技术的第一

个专利。这意味着美国专利商标局承认张锋是 CRIS-

PR技术的发明人。

目前双方在专利官司中各执一词，为此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与金钱。美国专利商标局已于今年 1月宣布，

将重新评估 CRISPR 专利归属。张锋一方对媒体透

露，他们仅今年就已经花费了 1090 万美元的律师费来

捍卫他们的 CRISPR专利。

没想到，原张锋实验室成员林帅亮 2015 年 2 月

写 给 道 德 纳 的 一 封 求 职 邮 件 于 今 年 8 月 曝 光 。 这

封带着“投名状”性质的邮件声称，张锋及其学生丛

乐是在看到道德纳的论文后，才将研究方向迅速转

向 CRISPR 的，所以把专利给张锋是错误的。布罗

德研究所立即予以回击。丛乐在发给新华社记者

的 声 明 中 说 ，“ 很 震 惊 ”，林 帅 亮 的 描 述“ 与 事 实 完

全不符”。

“基因剪刀”热

CRISPR 专 利 之 争 白 热 化 ，从 一 个 侧 面 显 示 出

“基因剪刀”之热。基因编辑技术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 就 出 现 了 ，但 相 比 此 前 的 技 术 ，CRISPR 技 术 具

有成本低、易上手、效率高等优势，使得对基因的修

剪改造“平民化”，无论实验室大小都能使用，所以

只有 4 岁的 CRISPR 技术已三度入围美国《科学》杂

志 年 度 十 大 突 破 ，更 在 2015 年 被《科 学》评 为 年 度

头号突破。

与 CRISPR 技术有关的论文数量爆发式增长，

很好地说明了它在科学界的热度。2013 年，相关论

文 只 有 280 篇 左 右 ，但 2014 年 和 2015 年 ，这 方 面 的

文章分别增长至 670 篇和 1200 多篇，而今年上半年

已 经 发 表 了 约 1000 篇 。 科 学 界 普 遍 认 为 ，如 果

CRISPR 技术没有被新的技术突然取代，那它的发

明者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鉴于该技术的发明人存在争议，也许得奖会晚那么

几年。

CRISPR 技术的“钱”景更是被资本市场看好。

张锋成立了埃迪塔斯医药公司，道德纳参与创建了卡

布里生物科学公司和英特利亚医疗公司。这 3 家公

司已先后获得约 3 亿美元的融资。德国亥姆霍兹传

染研究中心的埃马纽埃尔·沙彭蒂耶是道德纳研发

CRISPR 技术的合作者，沙彭蒂耶帮助创建的 CRIS-

PR 医疗公司将在未来 5 年获得制药巨头拜耳至少 3

亿美元的投资。

尽管与 CRISPR 技术相关的基因疗法、细胞疗法、

免疫疗法、药物开发等人类健康方面的应用还处于早

期阶段，但正如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保罗·范埃尔普等

人 2015年的一篇述评文章所言，这个市场正在经历“狂

热增长”。有人估计，CRISPR 技术带来的商机可能高

达 460亿美元。

知识产权课

这场专利大战也给中国科学家上了知识产权保护

的生动一课。关注这件事的人可以发现，道德纳和张

锋都是在论文发表前就申请专利，这表明美国科研人

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强烈意识。而在中国，虽然高质

量科研产出正迅速增多，但中国学者对专利保护工作

的重视却远远不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与科研人

员自身利益直接挂钩的，这也是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纳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发表论文并不等于

就拥有了该项技术的所有权；而张锋申请专利时通

过支付额外费用而获得快速通道审核，这说明专利

申请同样得抓紧。屠呦呦因为抗疟药青蒿素的工

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历史原因，她只是发表

了论文，有关专利保护工作并不完善，因此中国其

实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这样的教训不应

再发生。

一个好的经验是，各个科研机构也许应像美国那

样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由专职人员帮助科研人员申

请专利，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新华社华盛顿8月24日电）

从专利大战看“基因剪刀”热

知识产权保护，这课值得好好上！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