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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甘晓）11 月 21 日，中
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北京会见了到
访的自然出版集团母公司麦克米伦科
教集团全球总裁安妮特·托马斯博士一
行。会谈期间，托马斯代表自然出版集
团向白春礼赠送了水晶牌，对中科院为
全球科学，尤其是高质量科学研究作出
的贡献表示祝贺。

白春礼首先代表中科院欢迎托马

斯的到来，并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的“率
先行动”计划、开放兴院战略等相关情
况。双方还就在科学传播、期刊出版、论
文的开放获取和编辑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托马斯称，根据自然出版集团 11
月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国
的科研机构对全球科学的贡献近年来
显著增加，这种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

上，而且体现在质量上。
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高水

平科研论文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
于美国和欧盟，占全球 14%以上；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比例不足 1%。这
应得益于中国对科研的高度重视和不
断增加的投入，近十年来每年平均增
速达 20%。

托马斯表示，中科院的贡献尤其引
人瞩目。2013 年，中科院在 68 家全球公
认质量最优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高质
量科学论文数为 2661 篇，在全球科研机
构排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4585 篇）和德国马普学会

（3023 篇）。
为准确评估科研机构发表论文的

质量，自然出版集团邀请大批国际一流
科学家用长时间经过反复推敲创立了

“加权分值计数法”（WFC）指数进行计
算。该指数根据每篇科学论文的作者数
N 将每一位作者对该篇论文的贡献记
作“1/N”分，而不是都记为“1”分，此外，
还考虑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权衡问题，故
能更科学、公平地反映一个作者、机构
和国家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

按照 WFC 指数计算后，中科院
2013 年发表的高质量科学论文总分为
1209.46 分，在全球 2 万多家知名科研机
构中排名第一。尤其是在化学、物理学、
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中国科学院均雄
踞榜首；在生命科学领域略弱，排在全
球第 4 位。

自然指数显示中科院实力
白春礼会见麦克米伦科教集团全球总裁

中美是地球上温室气体排放最
多的两个国家，两国排放量占每年全
球排放量的 45%。北京 APEC 会议期
间，中美两国共同发布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中国到 2030 年温室气体
排放将达到峰值；美国 2030 年温室
气体排放将减少到 2005 年的 26%～
28%。此次联合声明的出台，昭示了
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近三十年来，气候变化科学得到
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人类对气候变
化的认识也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 1990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FAR）指出，
气温升高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到
2014 年 IPCC 第 五 次 评 估 报 告

（AR5）指出，1950 年以来，全球平均
地表温度升高的多一半（大于 50%）
极其可能（超过 95%）是人类活动所
引起的。可以看出，历经 25 年的努
力，科学界对气候变暖的认识与定性
正从探索走向笃定。

虽然 IPCC 评估报告的结论非
常清楚，但每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

（COP）却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人类
社会即使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但谁需
要为这份责任埋单，义务如何划分，
减排责任如何落实，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展开了漫长的谈判。来自国内
外 8 个知名研究机构的 37 位科学家
联合展开了气候变化历史责任和减
排义务的“算账”式研究，试图给各国
决策者们一个清晰的说法。他们利用

超级计算机和最新一代的气候模
式———地球系统模式设计了数值试
验，计算从 1850 年到 2005 年发达国
家和发展国家的排放对气候变暖产
生的影响，又计算了从 2006 年到
2100 年根据坎昆协议各国承诺的未
来减排对减缓气候系统变暖所起的
作用。研究结果均较为一致地显示：
发达国家对大气、海洋升温和海冰融
化的历史责任占 60%～80%，而发展
中国家只占 20%～40%；而根据坎昆
协议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
承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模拟结果看，
为减缓未来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所作
的承诺对减缓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
只有 33%～35%，而发展中国家承诺
所起的作用则达到 67%～65%。义务
和责任根本不匹配。

今天，气候变化科学界已向全世
界尤其是各国决策者发出呼吁：科学
研究的最新结论就是这样，如何行动
就看你们的了！正是在此背景下，各
国决策者都开始重新审视各自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具体行动，中美两
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布，无疑呼
应了最新科学研究进展，顺应了时代
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科学唤醒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公平应对气候变化的良知。

今年 5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和
普京总统促成了为期 30 年的中俄天
然气协议的签署，自 2018 年起俄罗
斯每年将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380 亿
立方米。该贸易协议意味着，未来中
国每年将减少 4600 万吨二氧化碳排

放，这相当于欧盟 27 国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减排量的 38%；每年将减少
111 万 吨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相 当 于
2011 年全国排放量的 5.4%；同时每
年减少工业烟尘排放 1000 万吨，将
有效改善我国空气质量，减少雾霾
天气的发生。

此次 APEC 会议期间，中俄两国
再次签署天然气贸易协议。可以预
期，随着中国一系列能源技术变革和
能源贸易的展开，将会对减缓气候变
化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
挥积极的作用。而中美气候变化联合
声明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必将对中美
和全球的气候、环境、生态、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产生全方位的显著影响，也
必将在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
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如何评估这一联合声明的
影响，怎样设计最科学可行的政策路
径落实声明中的各项内容，对科学界
来说仍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由此更
需要全球科学界携起手来，需要社会
科学、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
合，共同推动未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
发展的科学研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
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应对气候变化
科学“唤醒”良知

姻董文杰

托马斯代表自然出版集团向白春礼（右）赠送水晶牌。 中科院供图

11 月 23 日，“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被缓缓吊起安装在母船“向阳红 09”船的支架上。
当日，在江苏省江阴市苏南国际码头，“蛟龙”号载人深潜器顺利安装至试验母船“向阳红 09”船，将于

11 月 25 日远赴西南印度洋执行 2014~2015 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二、三航段任务。
陈剑摄（新华社供图）

姻本报见习记者张晴丹记者彭科峰

日前，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
科技事业部在北京发布了其最新的研究
报告《创新在中国———中国专利活动发
展趋势与创新的全球化》（以下称 《报
告》）显示，中国在 2013 年的发明专利申
请量超过 60 万件，成为全球专利产出总
量最多的国家。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专利申请量领
先世界是一件好事，但如何实现从“量
变”到“质变”，让专利加速转化为生产
力，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无可争议的领跑者

据汤森路透称，中国已在专利领域
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跑者。截至 2013 年，
中国在专利产出总量上已经远超出日本
与美国。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已经
从 2003 年的 40000 件增长到 2013 年的
629612 件，超过美国 20 多万件。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
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法律系主任李顺德教授表示，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不仅是数量第一，“而
且，相较以往，现在国内本土专利申请量
也超过国外来华的专利申请量”。

“过去十年，中国在知识产权经济方
面取得了卓越成效。”汤森路透知识产权
与科技事业部全球销售和服务总裁
David Brown 说。

“2011 年开始，中国专利申请量增速
明显加大，而在此之前一直是以 25%左
右的速度在增加。”哈尔滨松花江专利商
标事务所所长岳泉清告诉记者。

应实现“量变”到“质变”

近年来，专利成为国家创新实力的
一个重要标志。

“政府在支持创新的同时，也在鼓励
申请大量的专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明指出，比如政府对专利申请采取政府
补贴的形式，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顺德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
国专利在质量、技术难度、专利含金量上，
跟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在
多个核心技术领域，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个国家创新的核心是在科研领
域有很好的技术专利、核心专利，更重要
的是要有质量。”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K 表示。

我国专利在国内的申请量很大，但
真正能走出去的却很少。“国外对我们本
土的专利并不很认可。”李顺德说，我们
的专利转化成生产力的水平依旧较低，
因此，不要单纯拿数量“论英雄”。

“在审查制度上，国内大部分的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都是非实审制（初
审制），只有发明专利才是实审制。”岳泉
清说，这造成了一批垃圾专利和非正常
申请专利。而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发明申
请的授权率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在专利领域，还存在着转化率不高
的问题，“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所致：首
先，质量不高，即专利本身产业化的可能
性不大；其次，是资金的缺乏和利益分配
的问题。”杨明表示。

激励政策亟待完善

1985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至今，29 年来，我国也一直
在调整对专利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

11 月 6 日，我国成立了首家知识产
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正式挂牌履职。

“这足以看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高
度重视。”李顺德表示，我国现在正在大
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国家应该调整激励政策，应该着重
去扶持关键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及
专利转化。”杨明提出，这样，大家的注意
力就会转向高精尖技术领域去努力研
发，自然就可以提高专利的质量，比如航
空航天技术、通信技术等。

此外，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是国家建
设创新型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可以推进国家重大产业专项知识
产权的全流程服务。在立项阶段，要做好
知识产权或者专利的导航和预警分析；
在研发阶段，做好专利的规划布局；在产
业化阶段，做好专利的运营。”李 K 强调，
中科院也一直在尝试全流程服务的试点
体系建设，目标就是为了提高专利质量，
提高专利转化效率。

对于奖励方面，政府不应该再奖励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而应该奖励
发明授权后并实施了，且取得了经济效
益的专利。”岳泉清表示。

岳泉清表示，要奖励代理发明授权
率高的专利代理机构。这样才能促进专
利代理机构提高专利代理的质量，而不
是单纯追求专利代理的数量。

“我们将按部就班地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头脑清楚看待这些问题，克服各种
困难。”李顺德说，相信我国自主创新的
发展势头一定会越来越好。

专利领跑：不以数量“论英雄”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余金权教授、戴辉雄博士
以 N- 甲氧基甲酰胺为导向基团，采用
零价钯作为催化剂，通过最为绿色环保
的空气为氧化剂，现场生成具有催化活
性的二价钯物种，实现了杂环化合物
碳—氢键官能团化新突破。该研究打破
了碳—氢键活化中传统的选择性规律，
有望在药物分子多样性合成及修饰方
面实现应用。近日，相关研究在线发表
于《自然》杂志。

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有机合成化
学领域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的第一

篇论文。
杂环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药物分子

中，在药物合成和发现过程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杂环的存在不
仅能够影响药物分子与受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药物分子的溶
解度。因此，如何快速构建杂环分子骨
架并高效地进行结构多样性合成，受到
极大关注。

“如果通过一步简单的碳—氢键活
化对杂环化合物进行精准的官能团化，
可大大缩短药物分子的合成步骤，实现
结构多样性分子的快速合成与修饰，使

得快速构建庞大的药物分子库成为可
能，将对药物的筛选和发现起到巨大推
动作用。”戴辉雄说。

他们构建的催化体系实现了 56 个
杂环化合物的碳—氢官能团化反应，
显示了对杂环中 N、S、P 等原子的容忍
性和底物结构的兼容性，很好地克服
了这些杂原子对反应区域选择性的影
响。该反应表现出很高的催化效率以
及原子经济性，特别是采用空气作为
氧化剂，以 0.5 mol% Pd2(dba)2 作为催
化剂在半小时内就能够完成，具有很
好的实用价值。

碳—氢键活化研究获新突破
有望在药物分子多样性合成及修饰方面实现应用

本报讯（记者廖洋）近年来，中国近
海大型水母频繁暴发，对近海渔业资
源、沿岸基础设施和滨海旅游业造成了
巨大威胁。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孙松研究员带
领团队在关键海域进行长期连续海上
调查和社会调研，并在实验室开展水母
活体培养研究，取得了重要科研进展。
目前，英国《自然》杂志对孙松团队关于
水母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报道。

该团队海上调查发现，我国近海暴

发的大型水母主要包括海月水母、白色
霞水母以及沙海蛰。水母生活史包括水
母体和水螅体两个阶段，水母体可以自
由游动并进行有性繁殖，而水螅体大规
模地生存在海底，可以存活数年并通过
横裂生殖释放水母。

科研人员认为，海水底层温度对水
母暴发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底层温度在
10℃~15℃时，海月水母、沙海蛰的水螅
体可释放水母体。极端的温度刺激和人
类活动影响会促使水母暴发，比如过度

捕捞、富营养化、过度养殖等生境破坏
将导致捕食者和竞争者的减少，适合水
螅体生长生境的增加。

此外，黑潮可以改变中国近海的温
度和饵料环境，进而影响水螅体，这也
是影响水母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母已经存活了 5 亿年，经历了数
次气候环境巨变，包括 5 次大灭绝事
件，当海洋生态系统衰退时它们可能会
暴发，该研究认为，中国近海水母暴发
可能是生态系统衰退的指示。

中科院海洋所研究认为

我国水母暴发或因生态系统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