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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保障房建设的典型、青岛市重点民生项
目———白沙湾保障房社区正在变为一座空城。该
社区包含公共租赁房 3797 套、限价商品房 6253
套，但限价房从 2012 年年底公开销售至今，仅收
到不足 200 份申请。若再除去审核不通过的申
请，销售情况将更不理想。

同时，来自河南省审计厅的数据显示，在该
省已建成保障性住房中，有 2.66 万套空置超过一
年，2914 套保障性住房被挪用。为何价格比商品
房低不少的保障房，竟成为无人愿接的“烫手山
芋”？看似奇怪，但只要实地探访一下各地保障房
的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便会明白出现如今这种
尴尬的局面实属正常。

当下，卖地收入仍是各地的主要财政来源之
一。于是，市区附近、地段较好的地块自然被拍卖
变现，用于充实政府腰包，边远地块则用来应付
中央的保障房建设要求。即便是在北京，保障房
也大都远离城区，配套设施极不完善，公交车线
路极为缺乏，医院、学校、商场几乎没有，市民的

基本需求根本无法满足，这才是保障房不受欢迎
的根本原因。

对于各地保障房的开工数量，中央政府一般
会进行监督，但对于保障房质量的好坏、位置的
选择、配套公共设施的建设、入住人数的比例则
没有要求。也就是说，保障房制度的设计一开始
就是重数量而非质量，重开工速度而非入住率。

保障房的大量空置，体现了各地政府对于民
生问题的漠视。当保障房建设成为行政命令下的
应付之举时，这项惠民政策的成效如何可想而
知。要让保障房政策切实起到作用，唯有改变“以
房为本”的思路，转向“以人为本”的考核。事实
上，从保障房分配到定价机制，再到建设时的规
划、建成后的监管，都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中央
在考核各地保障房建设成效时，应以解决多少困
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作为评价标准，开工数量只是
作为参考。同时，对于那些“只管建房不搞配套设
施”的官员，也应以行政问责的手段进行处罚，通
过严格的约束问责机制让保障房不再大量空置。

保障房建设不能“以房为本”
姻彭科峰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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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月 21日讯（记者贺根生）中科院院长、党
组书记白春礼于 1 月 21 日～22 日在广西进行工作调
研。其间，白春礼分别拜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
清华和自治区政府主席陈武，双方围绕如何推进院区合
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邀请，
白春礼为广西领导干部作科技前沿发展报告。

1 月 21 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黄日波的
陪同下，白春礼一行还来到广西科学院就进一步推进院
地合作作调研考察。

支持广西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是中科院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在 2012 年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内容之一。
白春礼参观了广西科学院成果展和实验室，听取该院院

长钟夏平的介绍，并与该院及研究所领导举行座谈。
白春礼对两年来院地合作在创新平台、文献情报

共享、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共推云计算产业落地广
西、加快碳酸钙产业发展等合作项目中取得的成绩予
以肯定。

他认为，加强院地合作，发挥中科院和地方院各自优
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符合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科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要求。双方应重点
在“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上下功夫，在科技创新支撑
广西最迫切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工程上作出贡献。

中科院办公厅主任汪克强、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秦
伟陪同前往调研考察。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广西调研

最热年是怎样“炼成”的
姻本报记者 陆琦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2014 年我
国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气温创历史新高，
气候明显偏暖。

这与全球气候监测报告的结果相吻合。
1 月 17 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发布报告称，2014 年全球
平均气温为 14.6 摄氏度，比 20 世纪的平均水平高
出 0.69 摄氏度，成为 1880 年有记录以来最暖年。

尽管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气候声明 2014》
还未发布，但多个国家已相继给出了同一个结
论：2014 年全球气温创历史新高。

毋庸置疑的全球最热年

据观测资料分析，2014 年成全球最热年毋
庸置疑。全年全球平均气温比此前两个“最热
年”———2005 年和 2010 年高出 0.04 摄氏度，且
有 6 个月的气温创下同期最高纪录。

过去的一年，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或偏高，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及非
洲的部分地区创下新的高温纪录。荷兰年平均
气温偏高 1.4 摄氏度，是近 3 个世纪以来的最
高值；英国、法国、瑞士等地气温为近 200 年来
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在北半球的高纬度
地区出现了高温。”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研究员周

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兵表示，北极变暖有放大作用，其对全球

变暖的贡献是很明显的，这种贡献可以达到
15%～20%。正因如此，北极变暖问题越来越受
到科学家的关注。

此外，相较于陆地表面温度，全球海洋表面
气温上升幅度更大，2014 年比此前的最热纪录
年———1998 年和 2003 年高出 0.05 摄氏度。

那么，在全球最热年的背景下，我国气温是
否也创新高了呢？周兵告诉记者，2014 年我国平
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5 摄氏度，为 1961 年以来
第六暖年。其中，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气温创
历史新高。北京平均气温为 14.1 摄氏度，是
1900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

“未来，随着气候进一步增暖，极端气候事
件将趋多趋强，我国面临的高温、洪涝、干旱等
风险会进一步加剧，防御极端气候及其引发的
灾害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周兵强调。

厄尔尼诺缺席“最热年”？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监测显示，
2014 年成为“最热年”并未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
影响。这令许多科学家感到不解。

厄尔尼诺是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异常升高
引起的一种异常气候现象，会导致全球气温升
高。此前最热的 2010 年、2005 年和 1998 年都受
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欧
本海默表示：“在没有强烈厄尔尼诺现象的一年
出现破纪录的气温，真的让人感到惊讶。”

厄尔尼诺现象真的在 2014 年的高温中缺
席了吗？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这一
年，海洋表面温度增至接近厄尔尼诺的阈值，世
界上许多地方观测到通常与厄尔尼诺相关的天
气和气候形势。

与此同时，2014 年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日
本等国分别于当年 10～12 月宣布了厄尔尼诺
现象的形成。“5～11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
度距平尼诺综合指数连续 7 个月达到或超过 0.
5 摄氏度的监测标准。按照国家气候中心的标
准，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周兵说。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
度偏高，赤道西太平洋海表温度也呈现偏高迹
象，仅美国等厄尔尼诺监测区海表温度偏高不
明显。对此，不少科学家提出反思：究竟采用哪
个区域来监测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厄尔尼诺更加
科学和更加真实？

全球变暖趋势并未停滞

“2014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
这证实了根本性的长期变暖趋势。”世界气象
组织秘书长米歇尔·雅罗表示，全球变暖趋势
没有停滞。

此前有研究认为，1998 年以后全球气候变

暖进入一个停滞期，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表示，全球变暖说

的是一种平均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还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年际（不同年份）的波动和
年代际（十年周期）的波动，有相对的冷期和暖
期，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他指出，确定气候变化是否发生了真正的
变迁，至少需要考察 30 年的平均值变化。如果
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平均值发生了显著的升高
或降低，那么可以认为是气候变化发生了明显
转折。这是世界气象组织确定的、气候变化科学
家所遵循的一个时间尺度。

“对于气候系统本身来讲，能量是守恒的，
热容在一方面减少，必然会在另一方面增加。”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院院长李建平抛出了问题：温室气体浓度持续
上升，但全球变暖趋势平缓，多余的能量去哪
儿了？

“其中约 93%最后都到了海洋。”米歇尔·雅
罗说。以 2014 年为例，全球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比 1961～1990 年的平均温
度高出约 0.45 摄氏度。东部热带太平洋的海洋
表面温度接近厄尔尼诺阈值；在热带太平洋西
部、北部和东北部以及极地、亚热带北大西洋、
太平洋西南地区、南大西洋部分地区、印度洋大
部分地区，海洋表面温度也异常高。

对此，米歇尔·雅罗表示，海洋热含量成为
了解气候系统的关键。

2014 年，全球平均气温为 14.6 摄氏度，比 20 世纪的平均水平
高出 0.69 摄氏度，成为 1880 年有记录以来最暖年———

“临床需要‘好药’，产
业需要‘大药’。”近日，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药有几千年的使
用历史，但只有少部分品
种具有较扎实的现代科研
基础，中成药临床应用缺
乏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千百年来积累了
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至
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
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有近万个中成药品种，但
2005 年销售额过亿元的
品种不足百个，过十亿元
的大品种非常缺乏。

为何中成药品种难
以做强做大？张伯礼分析
说，一是由于中药自身的
复杂性；二是科学研究滞
后，具体表现为临床定位
宽泛、药效物质不清、作
用机制不明、制药工艺粗
放、质控水平低下。

在张伯礼看来，虽然
大部分中成药品种有一
定的临床基础，但符合现
代药物研究开发要求的
前期研究工作明显薄弱，
且上市后没有再开展系
统规范的研究，致使产品
进入市场接受度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更好发挥中成药的作用，
成为业界人士关注的问
题。张伯礼认为，二次开
发可为中成药带来新的
生命力。“二次开发就是
要赋予古老的中药以现
代科技内涵。”

中成药的二次开发，
实际上是对现有临床疗
效较好、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中药品种进行开发，大
力推进中成药产品再创新，加速培育名优中成药
大品种，催生我国自己的“重磅炸弹”级药品。

“有着悠久历史、疗效可靠的传统中药，可通过
二次开发，增加科技内涵，明确临床定位，提升制剂
技术和产品质量，实现做大做强。”张伯礼认为，二
次开发不仅可让百姓用上质量更好、效果更明确、
副作用更小的中成药，还能节约资源，提质增效。

目前，中药二次开发的相关成果已在全国
19 个省市推广应用，促进了中药产业快速发展。
2006 年，我国中药产值是 1444 亿元，过亿元品种
仅百余个；2013 年则达到 5600 余亿元，过亿元品
种达到 350 余个，过 10 亿元品种有数十个。

“中药具有多靶点、多效应综合调节的作用特
点。或许对个别西医看重的指标疗效不明显，但从
整体和长期效果来看却有优势。”张伯礼说，全球范
围内对中医药需求越来越大，通过中成药二次开发
可实现“优胜劣汰”，扩大优质品种市场占有率，促
使中药大品种成批涌现，推动中药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1 月 19 日，中科院与欧
洲空间局同步发布中欧联合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以下简称“联合任务”）建议征集通知。对于中科
院、欧空局两大机构而言，此次发布均为历史上
首次与其他国际机构联合开展，对双方空间科学
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任务”建议征集将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截止。之后，中科院与欧空局将联合组织技术
筛选、科学评议、任务详细论证等，并在今年年底
前完成“联合任务”建议遴选。联合空间科学卫星

拟于 2021 年左右发射。
据了解，“联合任务”为小型任务，研究领域

涵盖空间天文、太阳物理、空间物理、太阳系探测
或空间基础物理。2013 年 5 月，中科院和欧空局
在第九届中欧空间科学合作双边研讨会上，一致
同意实施联合空间科学卫星任务。去年 12 月，欧
空局局长多尔丹一行到访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同中心主任吴季就“联合任务”建议征集进
行进一步磋商。在此基础上，今年 1 月 19 日，中
欧双方正式联合发布征集“联合任务”建议通知。

本报广州 1月 21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
员方玮）今天上午，超级杂交稻良种良肥高产
攻关项目在华南农业大学正式启动。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陈晓阳、广
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刘炜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会上，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袁隆平与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陈志强签订战略合作研究协议书。

袁隆平表示，加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的联合攻关，突破水稻关键育种技术，培育

适合未来需求的优异种质和重大品种，是促进
我国水稻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陈志强认为，两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
技术、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将进
一步促进我国水稻育种技术的突破和关键育种
材料的创制，提升水稻生物育种创新能力。

据悉，双方合作内容包括强优势杂交水稻新
品种培育联合攻关、科研项目合作申报，水稻生
物育种共性关键技术合作研发，优异水稻种质资
源创建，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

超级杂交稻良种良肥高产攻关项目启动

中欧联合空间科学卫星任务征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