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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的发文现状及特征变化，以期对未来的研

究发展提出建议，并为我国科研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借鉴。[ 方法 / 过程 ] 以 Web of Science 中

1994–2019 年间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可视化软件 ITGInsight 洞察历史

变迁，并从合作国家、合作机构、合作作者、合作主题 4 个角度进行深入挖掘和透视。[ 结果 / 结论 ]

合作国家从少数几个开始向全球发散；参与合作发文的中国机构逐渐丰富，外国机构由发散到集中；

核心作者由单一领域到多领域、从单个团队到多个团队变化，团队间的交流也愈加频繁；主题丰富度

实现了从零散到稀疏再到密集的变化。我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重大成就，但仍存在追求热

点学科、缺少原创性成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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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 
changes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CNS journals by Chinese scholars. [Methods/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papers that Chinese 
published on CNS journals from 1994 to 2019 in web of sci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ITGInsight, this paper can insight in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perspective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cooperative countries,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cooperative authors and cooperative themes. [Results/
Conclus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nering countries started with a few and spread globally; the Chinese institu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operative publishing are blooming, and the foreign institutions are concentrated and agglomerated from all aspects; 
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the core author from a single field to multiple fields, from a single team to multiple team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ms is also more frequent; the theme richness changes from scattered to sparse to dense.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pursuit of hot subjects and the 
lack of original achievements.
Keywords: CNS Journals; ITGInsight; evolution; quantity of paper

1　研究背景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

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 [1]。1988 年，邓小平同

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这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

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2]。科技论文是

反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创新成果之一，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数量通常可作为评价其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

标 [3]，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是以科技论文

的形式公布于众，并成为后续科研工作者学习

与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4]。施普林格—自然

中国区科学总监 Ed Gerstner 认为衡量有影响力

的科研成果主要有两个指标：（1）科研人员在

顶级期刊上的发文数量；（2）科研人员在高影

响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文量 [5]。过去的几

十年里，中国在科学领域高速发展，许多方面

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基础研究领域发表的国际

论文数从 2016 年开始已在全世界名列第一 [6]。

但是“论文数量”和“学术质量”并不等同，

在“破四唯”的政策导向下，应当破除对论文

数量的迷信，重视论文质量的提升，关注高水

平的国际期刊。

Cell、Nature和Science（以下简称CNS期刊）

作为国际学术地位极高的三大期刊，科研成果

的价值意义远胜过数量本身 [7]，世界各国研究

人员发表在其上的论文往往代表着各国研究机

构和学者最前沿领域和最顶尖水平 [8]。因此，

在 CNS 期刊上的发文量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学

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其文章内容也可反映

一个国家的前沿研究方向。为了解当前我国在

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力及学术地位，国内学者多

数选择 CNS 期刊或领域顶刊文章进行分析获取

答案，但相关分析主要集中于我国学者的期刊

发文量、发文机构以及核心作者。周海花 [9] 对

Nature 和 Science 刊载的中国学者主导或参与的

论文从年文献量、文献类型、核心作者、合作

国家与机构、被引频次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

为提升中国学者国际竞争力提供建议。在此基

础之上，赵蓉英 [10] 将 Cell 并入顶级期刊名列，

增加研究主题分析，探究我国学者的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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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解我国目前最新的科研动态。在对文章

属性进行分析时，大部分作者使用合著网络图，

直接获取核心点。合著网络图是对数据进行整

体的展示，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因此这类图

形无法动态直观地展现作者、机构及主题的变

化。为有效展示我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文的主

题变化情况，本文利用 ITGInsight 工具 [11]，对

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表论文的演化情况进行

探究。

为深入了解中国学者科研产出的质量水平、

国际地位以及高产出特征，本文以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演化

视角探究我国同其它国家 / 地区、机构及学者

的合作情况、研究主题演化等。本文通过总结

我国学者 CNS 期刊发文现状及其特征演化，以

期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建议，为中国科研人

员提升科研能力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突飞

猛进的发展，科技政策也走过很长一段不平凡

的道路 [12]。众多学者将我国科技政策的推进进

行了阶段划分，其中扈春香 [12] 在其文章中将

我国科技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科学技术的恢复

与重建阶段（1978–1985 年）、科学技术的竞

争与市场的发展阶段（1985–1993 年）、科学

技术的调整与创新阶段（1993 年以来），据此

本文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从 1994 年开始才处

于一种稳定发展环境下。因此本文以 1994 年

为起点，借助 Web of Science 平台，在核心合

集数据库中，通过索引 SCIE 和 SSCI 索引，利

用检索式 SO=(Nature OR Science OR Cell) AND 

CU=(PEOPLES R CHINA)，限定文献类型为

Article，选取时间跨度为 1994–2019 进行检索，

共获得 2534 条数据。本文的数据包含中国大陆

及港澳地区学者发表的论文。

2.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分析、定性比较和

数据挖掘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科研关系构建

与可视化系统 ITGInsight，对 1994–2019 年中

国学者在 CNS 发表文章的合作国家、合作机

构、合作作者和主题进行分析，以可视化的方

式展示其动态演化结果，并对结果解读分析。

ITGInsight 主要进行科研关系的构建，主要考

虑文献资源中的作者、机构、省市、国家、关

键词、主题、学科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的组

合从各个角度进行科研关系构建，能够形成一

个较为全面的关系体系，在日新月异的海量科

技文献资源中迅速提取有价值的情报，尽快做

出反应 [11]。

3　中国学者 CNS 期刊发文情况变迁

在 1994—2019 年间，CNS 期刊共收录 Ar-

ticle 类型论文 54022 篇，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

共发表论文 2534 篇，占比为 4.69%，年发表论

文数呈显著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自1994年起，

中国的科学技术才开始处于较稳定发展环境，

论文产出也逐步走上正轨，此时中国学者发表

在 CNS 期刊上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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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始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下称《纲要》），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 15

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

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13]。政府逐步加

大对科学基金的投入 [14]，带动学术成果的积

累。2013 年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

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

2016 年之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 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2016 年）和《“十三五”国家科

技人才发展规划》（2017 年）相继出台，助力

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2018 年 CNS 发文量的

陡增说明我国在科研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与绝对数量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发文占比从

2007 年 –2019 年一直处于向上攀登状态，这

说明我国在国际上的科研竞争力在逐步增强，

中国学者在顶级学术舞台的参与度逐渐增强，

甚至发展为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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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4–2019 年中国学者 CNS 期刊论文数量及占比变化

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文数据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参与

程度，而关注中国学者作为主导方在 CNS 期刊

上发文量则更能反映中国学者在学术舞台上的话

语权。许多文章将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文章

称为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但论文通讯作者通常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

科研合作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15]。故本文

将论文的主导国家界定为该篇文章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所属的国家，如果某篇论文中国学者作

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本文将其视为中国

学者主导。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表论文 2534 篇，中国学者主导发表

1163 篇，占比 45.90%，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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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学者发表 CNS 期刊论文的主导情况

中国学者科研活动主导权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94–2007 年：探索期。此时中国在国际

上的学术地位较低，与国外合作的机会较少，

多数情况下独立完成科学研究。后期中国学者

主导论文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大多以参与

者而非主导者身份出现，可见中国学者对外合

作逐步频繁，发表的论文也逐渐增多，这是我

国各科研机构的奖励政策助推结果。有论文指

出，从 2000 年起很多高校开始依据期刊影响

因子进行奖励，奖励力度也呈逐年上涨趋势，

2016 年中国对于 Nature 和 Science 文章平均奖

金高达 43783 美元 [16]。（2）2007–2018 年：上

升期。2007 年以后，随着中国科研在国际学术

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国家对于科研奖励的

标准也更加严格，更加注重以主导身份发表文

章的能力。通过研究各高校科研奖励办法，发

现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文，高校一般会奖

励 5 万元 ~20 万元不等，对于高影响力的期刊

奖励更甚，但由于各高校实际情况不同，出台

的奖励政策也有所差别 [17]。总体而言，在 CNS

期刊发文的奖励十分丰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中国学术的提升和发展，因此中国学者主导

占比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到 2015 年之后，

上升势头更加明显。在各级政府科研管理部门

的领导下，我国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产出更多

出色成果，也获得相应奖励，实现学术环境和

科研人员成就双赢的局面。

4　中国学者 CNS 期刊发文的特征

演化分析

4.1　合作国家演化

近年来，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受

关注的领域 [18-19]，国际科技合作的协同效应有

利于增强研究问题的前沿性，拓宽研究思路，

提高研究者的研究能力。通过合作国家的动态

演化分析（如图 3），可以发现：美国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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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最多的国家。中国学者发表的 CNS 期

刊论文一半以上都与美国有合作关系，甚至有

继续加强的趋势。除美国外，中国最主要的两

个合作伙伴是英国和德国。自 1999 年开始，中

英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英国连续多年超过其

他国家成为中国学者第二学术合作伙伴，但近

些年中国与英国合作数并未随中国发文量上升

而显著增加。中国与德国合作次数不亚于英国，

但由于中德合作次数波动较大。中国与日本的

合作虽有小幅波动，但始终稳定前列；中国与

部分北欧国家，诸如挪威、芬兰及波兰等，合

作强度在近年逐渐减弱；中国与意大利、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合作则位于较高频次。

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进，与中国学者合作

的国家呈点到面的发散式增长，合作国家变得

多元化。

图 3  1994—2019 年合作国家演化图

图 4  1994–2019 年合作机构演化图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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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作机构演化

合作机构的变化能够反映各机构发表数量

以及机构间合作关系，了解每个机构的发文情

况和合作情况对于衡量一个机构的科技产出和

科研实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借此识别出

中国 CNS 期刊发文核心机构，也可以动态观察

其合作机构演变情况。根据每年发文量 Top20

机构绘制机构演化图，如图 4 所示，中国学者

在 CNS 期刊发文的主要机构和合作特点可以从

中国机构发表情况和中外机构合作情况两方面

展开分析。

从中国机构发表情况来看，可以发现：中

国科学院（将中科院所属科研院所视为统一整

体）CNS 期刊论文的绝对数量一直以来占据较

大份额。但从相对数量看，近年来 CNS 期刊论

文发表数量略显下降趋势。除中科院外，发表

CNS 期刊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清华大学，长

期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或科研机构，其次是北

京大学，均产生了众多突破性科研成果。除此

之外，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等也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创办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展现出不俗实力，

CNS 期刊发文量的增长速度十分明显，在 2018

年时仅次于中科院。

而从中国机构和国外机构合作角度则可以

发现：1994–2009 年间，除中科院外，占据份

额较大的机构都是国外机构，甚至于多个年度

CNS 期刊论文量第二的机构都是国外机构，说

明此阶段中国的合作大都是通过中科院和国外

机构进行，中国科研实力相对较弱。从 2009 年

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北大、清华、复旦等

高校开始纷纷崛起，中国机构逐渐在中国发表

CNS 期刊论文中占据重要位置，这表明中国机

构的科研实力逐步上升，重要科研成果严重依

赖于国外的情况日渐得到改善。此外，中国合

作的国外机构由“五花八门”逐渐向具有最突

出优势的机构变化。中国合作的国外机构中，

哈佛大学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十分醒目，伯克利

大学、牛津大学等几个国外机构合作较为频繁。

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文从最

开始依赖于中科院，到向国内多家机构蓬勃发

展、百家争鸣转变，从星星点点到面面俱到；

中国学者发表的 CNS 期刊论文逐渐由同国外机

构合作向国内机构间合作转变，国内合作占据

比例不断增大；中国学者发表 CNS 期刊论文与

国外机构间的合作从面向点凝聚，慢慢聚焦于

国外顶尖科研机构。

4.3　合作作者演化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可以了解作者间的研究

兴趣，并有研究表明：科研合作不但能促进学

者的科研产出，而且能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

影响力 [10]。对 CNS 期刊论文的合作作者进行演

化分析，能够有助于识别核心作者与核心团队，

结合不同时间阶段的作者合作图更能洞察核心

团体的变迁，本文将 1994–2019 年较为均匀的

划分为五个区间，如图 5 所示。总体来看，可

以发现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文的核心团队、

核心作者不断变化，从核心作者为单一领域到

多领域；团队数量不断增加，从单个团队到多

个团队；团队间的交流也愈加频繁。分阶段对

学者合作情况进行观察，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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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9 年，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发文

形成了 3 个较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以中国地质

科学院赵文津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以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为核心的研究团

队、以及以西北大学张兴亮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赵文津团队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合作密集且队

伍庞大，但团队成员以国外学者为主，其他团

队则多以中国学者为主。

2000–2004 年，徐星的发文量超越赵文津

居首位，并和同机构的汪筱林形成了一个庞大

的团队，零零星星地与周边团队开始开展合作。

张兴亮团队与“水稻第四号染色体测序及功能

分析”论文的参与者王升跃合作团体之间的连

线较多，说明这两个合作团体关系密切。

2005–2009 年，以华大基因成员杨焕明和

王俊为首的团队变得醒目，成为中国在 CNS 期

刊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力军。另一个规模相当

的团队是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Gehrels N 和

Kouveliotou C 为核心的合作团体，但该团队位

置并不显著。

2010–2014年，华大基因研究团队不断扩大，

加入了李英睿、徐讯等一批优秀学者，形成一

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

该阶段核心作者位置基本被该团队占据，拥有

大量文章。华大基因研究团队以中国学者为核

心，同时也有不少著名的外国学者加入其中，

如英国桑格研究所的 Durbin Richard、哥本哈根

大学的 Kristiansen Karsten。同时，回国学者、

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施一公团队崭露头

角，施一公教授与其学生闫创业、同事王佳玮

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2015–2019 年，合作网络逐渐变得均匀，

研究团队以数量相当、规模相似为特点出现在

CNS 期刊舞台上。华大基因研究团队规模开始

缩小，团队与周边学者合作增多，王俊逐渐远

离队伍处于边缘地带，徐讯建立了自己的小团

队。施一公团队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颜宁、

白蕊、黄高兴宇等施一公的学生，团队核心转

换为雷剑林。段镶峰团队、施一公团队内部合

作紧密，但很少与其他团队进行合作，其他团

队间合作较为频繁。

4.4　合作主题演化

主题演化反映研究主题随时间的变化，

包括主题内容或强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跟踪主题的后续发展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20]。如何有效组织这些大

规模文档数据，并且按照时间段来获取文档

中研究主题的演化特征，非常具有实际意义。

主题演化的原理是使用固定时间窗口方法对

检索到的论文数据进行划分，在每个时间段

内以论文中的关键词作为学科主题表征，分

别构建共词网络，接着对该网络进行处理，

通过社区发现算法找出每个时段上的网络社

区，并为每个社区赋予主题标识。利用相关

性算法，探测前后时段中网络社区间的相似

性以此确定社区间的演化关系，即整个研究

主题的演化过程 [21]。本文选择每年的核心主

题词开展主题演化分析，详见图 6。该图展示

主题产生、增强、减弱、聚合、裂变、消亡

的过程，连线粗细代表主题间关系的强弱，

不同颜色则代表不同研究主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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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94-1999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b) 2000–2004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c) 2005-2009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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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0–2014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e) 2015–2019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图 5  1994–2019 年发文量 top50 作者合著图

值得指出的是，Cell 主要关注生命科学领

域最新研究发现；Nature 则涵盖生命科学、自

然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等多领域；而

Science 主要关注原创性科学研究和科研综述，

因此 Science 和 Nature 几乎涵盖所有学科。通

过对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主

题演化分析即可以透视出中国学者的科学研究

在各领域的前沿发展。

1994–1998 年间，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

的发文涉及领域较少。中国学者发表 CNS 期

刊论文主题主要来自三个领域：一是生物学，

主要涉及主题有“细胞”“蛋白质”“基因突

变”和“催化粒子”等，生物学相关主题在

之后的年份里持续出现。二是古生物学，主

要涉及主题有“龙骨坡洞穴”“食人鸟”“中

寒武纪”“晚侏罗纪”等。三是地质学领域，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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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的主题有“西伯利亚火山活动”“印

度地壳”“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等。1999 年

开始，中国学者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逐渐

显现，诸如“相对论”“磁单极子”“电子

反中微子”“量子存储器”“螺旋狄拉克费

米子”等现代物理学相关主题接连出现且未

曾中断。随着时间推移，物理学相关研究更

加深入，相关主题也逐渐演变为“普朗克尺

度”“光子速度”“费米弧”等，之后物理

学相关主题持续出现且更加深入。

图 6  1994–2019 年合作主题演化图

2006 年开始，天文学领域，诸如“黑洞”“银

河宇宙射线”“太阳风”等主题频繁出现；

信息科学和数学相关主题开始显现；以“肝

癌”“心脏肥大”“心肌梗死”“肝硬化”“结

肠直肠癌”等疾病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研究开始

占据重要位置。随后，化学、能源、地理学相

关研究主题也接连迸发。此外，交叉学科的发

展开始崭露头角，医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基

因组学”“基因工程”“全基因组复制”“同

源重组”等生命科学相关主题也开始出现。此

阶段，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文所涉学科越

来越多，呈点到线式的发展。

2011 年开始，各学科领域相关研究更加细

化。以“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工业

时代的变暖”为代表的环境生态领域开始发展；

对“拉沙病毒”“H7N9 病毒”“禽流感病毒”

等病毒相关研究日渐增多；生态系统多样性研

究，诸如“栖息地的丧失”“物种灭绝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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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逐渐萌发。此外，社会科学相关研究逐渐增

多，有对社会发展相关的研究，其关注“农村

地区”“受教育程度”“城市群”等主题；有

与商业贸易相关的研究；有与文化风土相关的

研究。此时，众多交叉学科也开始纷纷出现，

合成生物学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学者在 CNS 期

刊上的发文领域呈线到面式的发展。

2016–2019 年，“T 细胞”“干细胞”“基

因表达”“组蛋白”等主题处于显著位置，

这些主题属于生命科学领域的范畴。生命科

学领域属于较为年轻的领域，中国在该领域

具有较强的实力，其中以生物蛋白相关的研

究最甚。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文主

题的变化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快速

扩展成一个网络。这主要从两个角度展现：一

是单个学科内的主题由单一逐渐丰富，并和其

它学科进行交叉；二是学科的种类变得繁多，

从少数几个学科扩展到各个学科。

5　结论与建议

1994–2019 年间，中国科技创新格局发生

了历史性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正挺进

“无人区”[23]。中国在空间科学、人工智能、

四代核电、量子通信等多领域的论文数量实

现从 0~1 的跨越，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

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覃重军教授 [24] 的论文

提出“通过生物合成技术，把酿酒酵母的天

然 16 条染色体人工减少到 1 条，创造‘人造

生命体’的奇迹”，这是从 0~1 的原创性科

研成果。1994 年，中国学者仅发表 CNS 期刊

论文 15 篇，占 CNS 期刊发文总量的 0.66%，

不足 1%，居世界第 16 位，至 2019 年，中国

学者发表 CNS 期刊论文达到 330 篇，居世界

第 4 位，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

台上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逐步占据国际

科学研究前沿。

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国在 CNS 期刊上发文

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点。合作国家从少数几个

开始向全球发散，已经具备了自主研发能力的

中国学者开始和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合作。从

合作机构来看，中国机构逐渐丰富，共同进步，

合作的国外机构由发散到集中；从合作作者的

角度来看，核心作者逐渐转换为中国学者，合

作团队从壁垒分明到携手共进，形成了一支支

拥有世界水平的科学队伍；主题丰富度实现了

从零散到稀疏再到密集的变化，并在生命科学

等新兴领域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体来说，

中国学者的科研实力在许多领域从“跟跑”实

现了“并跑”，并在某些领域能够“领跑”，

获得突出进步。例如，施普林格—自然中国区

科学总监 Ed Gerstner 表示，材料对于技术创新

和工业应用来说至关重要，中国不是全面铺开

式的，而是围绕已有的优势不断发展。“我们

编辑觉得像钢铁、合金这些东西已经是很好的

技术领域，不应该产生太多的创新型的成果，

但是惊喜恰恰就是在这些领域，用中国的话来

说，老树开了新花”。[25]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

板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并

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顶尖人才和团队还比较

缺乏、集中于“量”的超越而“质”的发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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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够等 [26]，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目前中国学者在 CNS 期刊上发表论

文数有很大程度的提升，2019 年 CNS 期刊论

文发表数量居世界第 4 位，但从绝对数量上来

看，我国和美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还没有实

现对德国和英国的跨越，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2019 年发布的 π 指数报告，全球 π 因

子 TOP500 中，哈佛大学以 π 因子 266.36 遥

遥领先于全球其他机构；中国科学院以 π 因子

80.07 稳居全球第八，可见差距仍很明显 [27-28]；

2018 年哈佛大学一所高校发表 CNS 期刊论文数

量达到 203 篇，而中国学者 2018 年发表论文仅

310 篇。

（2）中国人务实的特点下，改革开放后

经济快速发展，追求短、平、快热点学科，

很多需要沉淀的学科和技术却被忽视 [29]。我

国在 CNS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领域范围逐渐向

外扩展，并在多领域开始拥有一席之地，但

仍存在大量科研人员集中热门学科，选择更

易产出成果的领域进行攻关的现象。例如，

在欧美发达国家只有顶级学霸才报考医学，

而中国的顶级学霸们大多选择赚钱更快的金

融管理和应用工科，因为相比计算机应用工

程师，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经历漫长的

学习生涯、更多项学科学习和考试 [29]。此外，

同一领域也会出现“极热”“极冷”的现象。

生命科学领域中，在 CNS 期刊主刊上发表经

典生物合成技术相关论文难度非常大，但生

物蛋白结构属于目前的科研热点，是 CNS 期

刊论文高产领域，2019 年，中国学者主导发

表的 CNS 期刊主刊论文中，生物蛋白机构领

域的论文占比非常高。相比其他生命科学领

域需要多年的实验数据才能有重大的科研成

果，生物结构蛋白产出成果快的特点是中国

各大高校科研人员纷纷转型的原因。在看到

中国科研进步的同时，更期盼大家站在更高

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科研领域发展的长久之计，

呼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甘做科研冷板凳，啃

硬骨头，解决中国缺医少药的困局。

（3）中国在基础理论和技术领域原创性成

果较少。目前，中国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

闹，但如果把中国科研放到世界竞争大格局里，

站在科技发展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

是基础研究理论、还是重大技术突破，成果都

不突出。我国虽在论文数量上有了重大进展，

但论文数量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不能过于迷

信论文数量增长，论文不是目的，科技实力的

提升才是，而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可走，要有十

年磨一剑的专注精神，潜下心来把冷板凳坐热，

才能有所成就。

因此不能得意于已取得的成就，而应立

足现实，意识到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形势仍然

严峻、有待提升，从问题出发，寻求更好发

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科研

范式和组织模式深刻变革，交叉融合成为科

学技术发展潮流，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满足国

家重大需求对源头创新的需求更加迫切。党

的十九大明确了建设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

确定了新时代基础研究发展的新任务、新要

求。国家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

基础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 [30]。我国学术道路仍有很长要走，

要培养一批踏实、刻苦、真心热爱学术的人才，

重视多个方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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