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科教观潮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23年1月16日 星期一

中国科技创新进步
改变了全球创新格局

2022年 12月 4日 20时 09分，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着
陆，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冬季夜间返
回。2022 年，中国科技创新书写下一项
项开拓性、创新性成就：“墨子号”实现
1200 公里地表量子态传输，“中国天眼”
发现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例持续活跃的重
复快速射电暴，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
和若铁路开通运营，“夸父一号”开启对

太阳的探测之旅，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报道说，中国致力于提高产
业经济的科技含量，提升前沿技术研发
力度，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构筑了世界上最大的光纤网
络，覆盖全国城市和农村中心地区。”阿
根廷 《号角报》 报道聚焦中国整体布局
5G 研发和应用场景深度拓展，赞扬中国
通过5G等技术加速向数字经济转型，认
为“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方方面面都正
在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支撑引领高质
量发展。随着“互联网+”深入推进，基
于移动互联、物联网新技术的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西班牙
埃菲社讲述了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借助电
商等方式，销售特色产品、开拓旅游市
场的故事。“新途径跳过了中间商，增加
了村民的利润。”报道说，在新技术的支
持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乡村，参与
家乡建设。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欧洲专利
局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科技创新和
专利申请方面势头强劲，尤其在新能
源、数字技术等关键领域，已经成为全
球创新的重要集聚地。日本 《经济新
闻》 评论指出，中国战略性地投入人力
和资金，朝着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稳步迈进。

“从顶层设计、创新成果转化到商业
模式创新，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联合
创始人克劳迪娅·韦尔诺蒂以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为例指出，从5G高清赛事直
播的冬奥列车、氢燃料电池车到智慧餐
厅等，诸多创新技术集中展示了科技如
何造福人类，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
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韦
尔诺蒂由衷感慨：“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
的进步显著改变了全球创新格局。”

以更开放的姿态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中国既是
倡导者，更是积极实践者。

近期，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平
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 核心建设
任务分别在南非和澳大利亚启动。作为
发起者、倡导者、研制者，中国见证了
SKA 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是项目建设中
的重要力量。

在法国，全球最大“人造太阳”项
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
取得重要突破。不久前，被喻为ITER“防
火墙”的增强热负荷第一壁由中国团队完
成首件制造，其核心指标优于设计要求，
具备了批量制造条件。中国团队再次为
ITER关键部件的研发作出重要贡献。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1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订 114 个政府
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深度参与近 60 个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参与度不
断提升。2021年，中外合著科技论文数量
达 18.3 万篇，合作伙伴涉及 169 个国家和
地区。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中国积极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
动，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开展
广泛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英国 《自然》 增刊 《2022 自然指
数—能源》 指出，2015 年至 2021 年，中
国清洁和可负担能源领域研究产出位居
全球第一。美国纳斯达克网站发表题为

《没有中国就没有脱碳》的评论说，从绿
氢电解槽、电池制造到电动汽车组装以

及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等，中国产品产
量和知识产权数量都处于全球领先地
位，中国在加速采用脱碳解决方案领域
取得的成功对全球的未来尤其重要。世
界碳中和委员会主席、爱尔兰前总理伯
蒂·埃亨表示：“中国作为最大的绿色产
品出口国，以坚定的信心和实际行动向
国际社会展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科技创新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
积极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
室、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移中心建设
四项行动，分三批启动 53 家“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支持 3500 余人次
的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为期半年以上的
科研工作，培训超过1.5万名国外科技人
员，资助专家近 2000 人次。中国面向东
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
国家、非洲、上合组织、拉美建设了8个
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并在联合国南南框
架下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
形成了“一带一路”技术转移网络。由中
国主导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
联盟，目前成员单位已经达到了67家。

让科技成果
为更多人所及所享

2022年 11月 16日，随着一声清脆鸣
笛，一列高速铁路综合检测车亮起车头
大灯，缓缓驶出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德
卡鲁尔车站并逐渐加速前行。这列综合
检测车对雅万高铁德卡鲁尔车站至4号梁
场间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获取的各项
指标参数表现良好。这标志着中国和印
尼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首次试验运行取
得了圆满成功。

雅万高铁首次试验运行取得圆满成
功，让中印尼铁路建设者欣喜不已。作
为中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共建“一带一
路”的旗舰项目，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
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

“第一单”。
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中国高铁

建立起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
一流的技术体系。中国在许多前沿科技

领域已逐渐从过去的跟跑转变为并跑甚
至是领跑。同时，中国积极与各国共享
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追赶太阳的“羲和号”成功发射近
一年多来，创下5个国际首次；登上火星
的“祝融号”开启巡视雷达探测，帮助
人类对火星浅表结构一探究竟；“嫦娥五
号”带回的珍贵月壤，在地球化学、地
质学、太空风化、磁场、太空生物等多
个领域贡献着新成果……

2022年10月，意大利航天员萨曼莎·
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太空用中、意、英三
种语言发了一条“太空推特”——“仰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
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用
中国古典名句描述置身太空的美妙体验。

随着中国天宫空间站完成一期工程
建设，目前已有 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
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
选项目。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
任西莫内塔·迪皮波评价说，中国开放空
间站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空”倡议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范例”。

中国积极与世界共享科技创新成
果，重视将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解决气
候变化、能源、环境、农业、健康等关
乎全人类福祉的领域。委内瑞拉中部地
区因持续暴雨发生洪涝和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中方在接到委内瑞拉灾害监测
请求后迅速响应，紧急调用多颗卫星进
行过境成像仿真，参与当地抗洪救灾；
在卡塔尔世界杯的绿茵场，由宁夏大学
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风光互补节水
灌溉技术，解决了沙漠地区的草坪灌溉
难题；在泰国曼谷郊区的物流仓库，由
中国企业参与打造的自动化仓储系统改
变了拣货速度赶不上订单增长的窘境，
强化了当地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

世界发展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命
运因科技创新合作而更加紧密。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征程
上，中国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同各国加强科技创新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享，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支撑、
贡献中国力量。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采取中高职贯通、中高本衔
接、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探索支持高水平本
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等措施，加快探索高校分类管理
评价机制改革，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教育部近日召开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提出今年人才培养“关键词”。

“新的一年，我们要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新的
重要进展，加快建立健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的长效机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怀进鹏说。

会议提出，要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要采取中高职贯通、中高本衔接、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
和培养方式、探索支持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
革等措施，让职业教育早期分流的学生通过纵向贯通、
横向融通的体系设计获得“回流”的可能，让不同禀赋
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终身学习、多样化成才。

高等教育方面，要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充分对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加快探
索高校分类管理评价机制改革，相应调整资源配置方
式，引导高校克服“大而全”“同质化”等问题，在不同

“赛道”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此外，会议要求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

实施“强基计划”，规范和完善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
进一步发挥科学选才作用。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的
202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于近日揭晓。

入选的202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是：中国天眼
FAST取得系列重要进展；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并取
得一系列重大进展；中国科学家发现玉米和水稻增产关键
基因；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并证实玻色子奇异金属；中国
科学家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葡萄糖和脂肪酸；中国迄今运
载能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力箭一号”首飞成功；“夸父一
号”发射成功，并发布首批科学图像；新技术可在海水里原
位直接电解制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
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造多
项新纪录。

此外，首个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公布、人造心脏研
究取得重要进展、银河系中心黑洞的首张照片面世等成
果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据介绍，此项年度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了29次，对
普及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院院士评出
2022年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刘曲）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
布公报说，受不断上升的温室气体浓度和累积热量的推
动，过去8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的8年，全球长期变
暖仍在继续。

世界气象组织整合的 6 个主要国际温度数据集的数
据显示，2022 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15摄氏度，是全球年度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至少高出1
摄氏度的连续第8个年份。这也意味着2015至2022年是
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的 8 年，其中 2016 年、2019 年和
2020年位列前三。2016年发生了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事
件，促使全球气温创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10
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暖。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未
来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短暂突破1.5摄
氏度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按照 2015 年达成的 《巴黎协定》，各方将加强对气
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
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
摄氏度以内而努力。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22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
坏性洪水使全球数百万人受灾，造成数十亿美元经济损
失。人们需要加强应对此类极端事件的准备，包括提高
气象观测水平和预警服务等。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部署2023年人才培养规划

中国科创中国科创惠及世界
——2022年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 颜 欢 李应齐 尚凯元 邹志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2022
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为全人类赋
能、为共同发展助力。进一步增进
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与合作，以
科学繁荣发展造福各国人民，是国
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中国始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
创新，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
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和绿色转型，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
理，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
享，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
康的全球发展。

世界气象组织：

过去8年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

◀试运行中的
雅万高铁。

新华社发

中国天宫空间站是重要的太空基础设施，是促进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图为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在天宫“胜利会师”后留影。 新华社发

中国天宫空间站是重要的太空基础设施，是促进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图为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在天宫“胜利会师”后留影。 新华社发

亚太6E卫星成功发射

1月13日2时1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
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亚太6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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