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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科技在经济发
展中发力强劲、谋求科技
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快速转变，
希望百姓从科技发展中
得到更多获得感……在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
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正
在向科技创新发出强有
力的召唤，惟愿其在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更
有力的推动作用。

要回应时代赋予的
呼唤，科技创新需要寻求
更大的突破，在把握全球
科技竞争先机、勇攀科技
高峰的同时，更要打通科
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
市场的通路，而这离不开
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 6 月召开的“科技三
会”上强调，要“培养一大
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
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
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
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
才”“培养造就一大批熟
悉市场运作、具备科技背
景的创新创业人才”。

总书记对人才的期
盼，体现了科学研究与企
业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也
让科研机构与企业这两
大科技成果转化发力点
得以明晰，进而强化了企
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在
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中注入
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帮
助科研人员从成果中发
现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
并运用商业化运作，完成
从科研成果到市场产品
的转化，使科技成果转变
为助力经济发展的切实
力量。这一链条的完成也离不开企
业以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工匠精
神把关，为最后投放到市场的产品
提供有力保障，满足人们追求优质
产品的消费需求。

然而，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历程，
科研人员不重视企业家思维，企业
也常缺乏工匠精神。这一度使科技
成果转化通路的两端彼此疏离，进
而令成果转化率低成为束缚科学技
术在国计民生中发光发热的桎梏。

今年年初，在“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专
家便指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
足 30%，而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
为 60%～70%。分析我国科技成果
转化率低的根源，一方面，高校与
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过于“高大
上”，无法成为切实推动企业发展
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发展面
临的科技难题却又得不到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持。科学研究
与市场之间的脱节现象，令经济

与科技发展成了难以黏
合的“两张皮”。

然而，在我国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在提
高生产力中的支撑地位
得到进一步凸显，不打通
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创新
链条中的“肠梗阻”，便很
难让科技创新在建设创
新型国家中发挥应有的
支撑引领作用。而要扫清
这一从研究到市场的障
碍，离不开科研机构与企
业间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科研人员应
当转变思维，在钻研世界
前沿科学问题的同时，关
注企业亟待解决的技术
难题，使自己的科研成果
与企业发展诉求有机结
合，让相关研究自立项伊
始便与企业需求形成天
然勾连，为后期成果转化
从源头上扫清障碍。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
也应当有意识地以企业
家思维审视问题，在科研
工作中发现成果转化的
可能性，并善于借助资本
支持和企业帮助，建立科
研成果与市场间的关联，
促使有转化可能性的科
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企
业、走向市场。

另一方面，企业应当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
更重要的“主体”价值。要
架起科技与经济间的桥
梁，企业应主动寻求与
科研机构的互联互通，
建立与科研人员有效沟
通的长效机制，在积极
向科研机构表达自身科
技诉求的同时，也为科
研人员提供切实可行的
成果转化路径，借助自身

紧密联系市场的优势，与科研人员
协同攻关，将成果转化为更符合市
场需求的产品。

此外，“打铁还需自身硬”。企
业还须提高自身水平，在加强自身
基础研发能力的同时，以“工匠精
神”为准则，打造品质至上的企业形
象，吸引科研人员前来合作。

事实上，只有科研机构和企业
协同进步，才能真正建立彼此间的
信任、实现无缝对接，借合力打通科
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破解成果
转化的“肠梗阻”难题。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舞台上，
科技创新的大戏要想赢得满堂彩，
不可能是靠一己之力完成的“独
奏”，而应当是集多方智慧奉献的

“合奏”。唯有如此，科技创新才能在
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担
当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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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以
“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与体
制机制创新”为主题的
2016 浦江创新论坛 9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沪举行。来
自全球逾百位政坛精英、
企业巨头、学界巨匠相聚
黄浦江畔，共话创新。英国
和浙江省受邀担任主宾国
和主宾省。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作开
幕演讲。

万钢指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综
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
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
战略抉择。当前中国正处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阶段，必须紧紧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历史性机遇，全面增强
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创造先发优势，为经
济发展提供新的要素和动
力，实现发展引擎的有机
衔接、加快转换，从传统增
长动力转向新的创新增长
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科技
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
轮子’一起转起来。”万钢强
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
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激发
创新活力。

本届论坛由 1 个全体
大会、1 个主宾国论坛、9
个专题论坛组成。各专题
论坛研讨的话题都与“双轮驱动”有关。科
技部副部长阴和俊，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
问、政府科学办公室主任马克·沃波特作
大会主旨演讲，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康斯坦丁·诺沃肖洛
夫，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校长基思·伯内特，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发表演讲。

作为本届浦江创新论坛主宾国，英国
派出了 159 人的代表团出席论坛。英国大
学与科学国务大臣乔·约翰逊表示，创新
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棘手的全球挑战，英
国积极致力于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英两国都特别重视创新和科技的发展。
近年来，英国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令人瞩
目的成就，中英科技合作已成为中英关系

“黄金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坛开幕式由中科院院士、浦江创新

论坛主席徐冠华主持。中科院副院长相里
斌、上海市副市长周波，英国政府首席科学
顾问马克·沃尔伯特、蒙古国教育文化科技
体育部部长扎米彦苏荣·巴图苏里等出席。

本报上海 9 月 26 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汪南）今天，中国第七次北极科
学考察队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考察任务，
乘坐“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返回位于上
海的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据介绍，中国第七次北极考察队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出发，执行北冰洋科
学考察任务。“雪龙”号从上海起航后，
经由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
盆区域———楚科奇海台区域———北冰洋
高纬海域———门捷列夫海岭海域，圆满
完成预定考察任务后返回上海，历时 78
天，累计总航程 13000 多海里，浮冰区总
航程 2800 多海里，最北 航行到 北纬
82°52′59″。

专家表示，此次北极科学考察亮点
纷呈，在北极科学研究热点方面取得了
多项进展：首次在北冰洋门捷列夫海岭
进行考察，完成 1 条综合考察断面，实
施了我国首次在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
海西侧和门捷列夫海岭等海域的海洋
观测；首次使用空气枪震源激发人工地
震波在北冰洋进行地球物理考察，极大
地增强了多道地震系统的地层探测深
度；加强了定点锚碇长期观测，成功完
成了 5 套锚碇长期观测潜、浮标的收放
工作。其中，白令海锚碇潜标锚系长度
3800 米，是我国首次在白令海成功布放
深水锚碇潜标；利用直升机围绕长期冰
站在加拿大海盆布放了由 13 个浮标组
成的浮标阵列，为我国历次北极考察构
建最为规则的浮标阵列，其中包括利用
雪龙船首次在北极成功布放我国自主
研发的冰基上层海洋剖面浮标。

第七次北极
科考队凯旋

论文造假产业壮大谁之过
从论文“代工厂”到“掠夺性”期刊，这条论文造假产业链日前浮出水面

姻本报记者陈欢欢

9 月 20 日，美国论文抄袭监测网站 Plagiarism
Watch 宣布，他们通过查重软件发现了一起中国
论文造假事件，并且有充分证据显示，这是一起由
论文造假公司和“掠夺性”SCI 杂志默契合作的，
针对中国作者的“职业化”造假事件。

而支撑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正是来自中国学者
的巨额科研经费，同时被撑起的还有中国论文第
一大国的虚假繁荣。

惊人的发现

看惯了抄袭论文的 Plagiarism Watch 这次也
不禁大跌眼镜。

接到匿名举报后，Plagiarism Watch 利用查重
软件系统 iPlagiarism（艾普蕾）检测发现多篇相似
论文，进一步人工排查发现，最为相似的 6 篇使用
了完全相同的图表和完全一致的流式细胞检测结
果，且作者竟然全部是来自中国。

顺藤摸瓜，他们发现这些文章作者的 e-mail
均是 163 信箱，并且命名方式整齐划一。不可思议

的是，有些相互抄袭的文章竟然还发表在同一杂
志的同一期上。

Plagiarism Watch 据此推论：该杂志是“掠夺
性”杂志（国际学术出版界对那些旨在敛财期刊的
称呼），并且与第三方论文代写公司狼狈为奸，一
个赚了论文代写费，一个赚了版面费。

鉴于工作量巨大，Plagiarism Watch 并没有进
一步查重其他论文，但他们还在另外 3 个 SCI 杂
志上发现上述涉嫌抄袭的图表和结果，说明存在
问题的杂志不在少数。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大学和
机构、杂志或出版商采取措施阻止该类事件再次
发生。

据最早在科学网博客上介绍此次事件的重
庆医科大学特聘研究员谭新杰介绍，此次被曝光
的巴西杂志《基因学和分子研究》影响因子只有
0.764，但 2015 年中国论文的发表比例达 78.1%，
且和前几年相比比例年年升高。

不过，这些论文中有多少造假还需要进一步
分析，多位学者表示，希望编辑部利用查重软件进
行调查。

《中国科学报》记者为此联系了《基因学和分
子研究》杂志，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医学重灾区

此次曝光的几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医院和医
学院并非偶然。“医学是我国学术不端发生的重灾
区。”一位医学院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明确指出。最近几年，英国 BMC 出版社、
施普林格等著名出版机构多次发生撤稿事件。细
看撤稿名单，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
且基本集中在生物医学领域。

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也曾点名中国存在
“论文工厂”———他们在某权威科学期刊上发现上
百篇抄袭论文，它们像来自同一流水线，作者大多
是拥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和科研工作者。

究其原因，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一直被诟病
的科研评价体系。在我国，论文是职称评定、项目
评审的重要依据，而医生由于临床工作繁忙无暇
顾及科研，成为造假重灾区。

“大夫的收入和独立的管床权、处方权直接
相关，必然要晋升职称，治病救人不太容易量化考
核，科研水平是重要考核点。”一位匿名业内人士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连许多二甲医院的
主治医师也来做科研，有必要这么多人做科研吗？

但没办法，想往上爬就必须走这条路。”
谭新杰则指出，造假现象在各领域普遍存在，而

医生群体积累了大量临床问题和数据，但因时间和
精力问题无法投入科研，应从各方面予以支持。

鉴于论文代写成为公开的秘密，需求催生市
场，连国外出版商也盯上了中国这块大蛋糕。

“第一”的“成色”

2013 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 John Bohannon
博士利用计算机程序编造了数百篇版本略有不同
但内容基本相似的论文，以虚构论文的作者和所属
机构的形式投给 304 种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OA）期刊，居然有 52%的期刊表示接受。Bohannon
随后在《科学》杂志发文《谁在害怕同行评议？》，称这
些论文错误百出，期刊编辑应拒绝刊用。

OA 出版将收入来源由传统的出版后征订转
向出版前由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出版机构的收
入直接取决于论文发表数量，因此近年来无论是
出版机构数量还是论文数量都呈爆发式增长，质
量良莠不齐，许多沦为“掠夺性”期刊，引发科学界
的信任危机甚至抵制。 （下转第 2版）

学讲话 谈创新

9 月 25 日，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彦惠主持培育的“豫单 9953”玉米新品种测产平均亩产为
1096.22 公斤，摘得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玉米品种的又一高产纪录。

该品种具有收获时籽粒含水量低、籽粒破损率低、落穗数低、落粒数低、抗病性强、抗倒伏
强、耐密植等多项优异性状，在 2015 年国家玉米良种攻关机收品种黄淮海夏玉米区域试验中，
产量居 54 个参试品种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比全田对照和临近对照所有试点都增产的品种。

图为专家们在了解“豫单 9953”收获前的生长情况。 史俊庭郭治鹏摄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郭惠珊 8 年前的那个心愿终于实
现了。9 月 26 日，《自然—植物》杂志发
表了郭惠珊团队的新成果，该研究揭示
了他们利用基因“小剪刀”———RNAi 创
建的抗黄萎病棉花新品系，来有效狙击
棉花“癌症”黄萎病的秘密。

2008 年 8 月，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
员郭惠珊第一次在新疆看到绵延不断
的棉田。然而，她看到的不是令人欣喜
的丰收景象，而是一片枯黄，遍地落叶，
还有棉农绝望的面孔。这一幕像钉子一
样扎在她心里，让她疯狂地想了解黄萎
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近，郭惠珊团队先后发表了 3 篇
文章，他们首次在全球揭示了黄萎病真
菌如何“敲开”进入棉花体内的“大门”；
首次运用新型基因沉默技术———RNAi
基因“小剪刀”阻止进入棉花体内的病
菌肆意扩散，并在陆地棉中培育出对黄
萎病抗性较高的棉花新品系。

“这些研究理清了黄萎病致病机

理，并创建新的抗病技术，对于减轻病
害，提高棉花产量、改善棉纤维品质，对
实现脱贫致富和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
科技支撑，是实现从理论研究走向应
用，突破行业技术瓶颈的典型范例。”微
生物所副所长东秀珠评价说。

揭示真菌如何进入棉花体内

“棉花黄萎病会造成棉花植株叶
片、蕾铃干枯脱落，产量严重损失。”9 月
26 日，郭惠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说。

我国棉花年产量 600 万 ~800 万
吨，约占世界总产量 30%，居全球首位，
受黄萎病危害最为严重。作为中国最大
的优质棉生产基地，2015 年新疆棉花种
植面积达 3400 余万亩，但黄萎病发病
面积超过 50%。

然而，由于引起该病害的病原在土
壤 40 厘米的土层生活，且变异频繁，传
统杀菌剂和化学药剂防治难以奏效。而
且其寄主多达 120 余种植物，传统轮作

抗病模式短期效果也不理想。
抗病先要找到致病机理，课题组通

过反复试验最终揭开了黄萎病菌的“遮
羞布”，在全球首次揭示了黄萎病的“罪
魁祸首”———大丽轮枝菌的侵染结构。

“大丽轮枝菌是一种半活体寄生的
真菌，平时以微菌核的形式在土壤里潜
伏。一旦接触到植物组织，它们就会像
变形金刚一样，产生‘钉子’状的侵染结
构，击穿植物的细胞壁，钻入根维管组
织内部，然后逐步占领整个维管组织，
导致植物萎蔫生病。”郭惠珊解释说。

“然后，它又开始利用死亡的植株
腐生，在植物养分被耗尽后，回到地下，
等待机会开始新一轮危害。”郭惠珊说。

“小剪刀”让致病基因沉默

防治棉花黄萎病最有效的方法是
利用抗病品种。然而，我国大部分棉区
90%以上的栽培品种属于陆地棉，由于
缺乏抗病种质资源，抗黄萎病种质创新
举步维艰。 （下转第 2版）

与棉花“癌症”“死磕到底”
中科院微生物所有望攻克植物黄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