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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5日讯（见习记者郭爽）今天下午，“创新中
国智库专题讲座”在对外经贸大学举行。这是中国科学报社举办
的以传播科学精神为宗旨的“科报活动周”系列公益活动之一。

活动中，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汪同三、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技术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任鲁
风分别作了《2015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和《基因测序技
术在中国的应用前景》的主题讲座。

本报“科报活动周”系列公益活动于 1 月 23 日下午启动，以
“心理危机干预”为主题的科普讲座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
队举行。讲座由中科院心理所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副主
任祝卓宏主讲，围绕“科学应对压力维护心理健康”的话题，结合

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科学解读心理压力存在的原因，并形象地
演示了缓解压力的方法。700 余名消防官兵聆听了报告。

据悉，1 月 23 日～31 日，“科报活动周”系列公益活动将
陆续精彩上演。“科学与艺术”专题讲座将于 1 月 27 日在中国
科学报社开讲，沉香研究专家郑有才将教您品鉴沉香；1 月 29
日，清华大学生物医药测试中心基因组与合成生物学中心主
任田埂将携手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一
同走进中关村街道办事处，讲解“雾霾来了我们如何保护自
己”及“有机食品与健康生活”；1 月 31 日，“科学之夜———2014
中国科学报社年度盛典”上，将发布 2014 年中国 / 世界十大
科技进展新闻以及 CELL PRESS 2014 年度中国论文 / 机构。

本报“科报活动周”系列活动推出

姻本报记者王珊

2%，这是目前我国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看来，如果不是 2011 年福岛核

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中国的核电发展应该不是现在这种场景。
我国当时掀起一轮“核电热”，几乎所有省份都对发展核

电跃跃欲试，但就在福岛核事故后不久，即被国家紧急叫停，
核产业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此后，关于核电重启的争议一直持续至今。不过，就在几
天前，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和国
防科工局日前联合发布《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这是我国首
次发布与核安全相关的政策声明。

业内专家表示，与前期政府犹豫不决的态度相比，中国政
府支持核电的态度开始明朗化。

内陆还在等“路条”

据叶奇蓁透露，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 3 大内
陆核电站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所耗费用接近 100 亿
元，目前正在等“路条”。

“现在政府层面还有些犹豫。”叶奇蓁说，全世界一半以上
的核电站都在内陆，中国为什么不能？“依照目前的技术水平，
我国已完全具备核电发展条件。”

“一些学者和专家说内陆水资源短缺，不适合建核电站，
但火电厂用水不比核电厂少。”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赵柱民说。

2%的能源结构占比，这个数字，无论是在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冠兴，还是叶奇蓁眼中，都实在是太不起眼。叶奇蓁列举
了一组数据：法国的核电占比高达 77.7%，韩国是 34.6%，俄罗
斯是 18%……在他看来，中国核电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核电是安全的。”这句话，叶奇蓁已说了很多次，但很多
时候随即被业界的质疑和声讨淹没。

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投运核电机组 22 台、在建机组 26 台。
“我国核电站年负荷因子都在 85%以上，运行非常稳定。”此

外，叶奇蓁说，我国未发生过国际核事故分级在 2 级及 2 级以上
的运行事件。也就是说，在纵深防御上，国内核电站也没有问题。

对于在建的核电机组，赵柱民说，新建机组采用的都是三
代核电技术，执行的也是最高安全标准。

原子能法亟须出台

走走停停，摇摆不定，已成我国核电发展的常态。在叶奇蓁
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核电未获得国家法律层面的最高保护。

从 2014 年开始，有关核电重启的消息不绝于耳。从国家
能源局同意福建福清 5、6 号机组工程调整为“华龙一号”技术
方案，到国务院提出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
建设，在业界眼中，这些预示着核电重启进入倒计时阶段。

按照我国核电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我国运行核电装机
容量将达到 5800 万千瓦，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000 万
千瓦，总装机容量接近当前美国水平。

核电发展或迎来喷发之势？等待良久的业界充满期待。
不过，叶奇蓁却向记者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不

能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台原子能法，核电发展规划的完成将得
不到保证，有可能会再次因为各种因素而被终止。”

立法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个工作，
希望能总结几十年的运行经验把它批下来。”叶奇蓁说。

基础研究要跟上

核电发展抑或迎来热潮。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却
开始泼起了“冷水”。“我国核电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核电长远
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相关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
节的发展没有协调配套。”杜祥琬说。

在他看来，热潮之下，人们很容易将关注点聚焦在核电站
上。但事实上，核电建设是一个全产业链的问题，从前期的燃料到
后端核废料的处理，甚至到后期核电站的退役，都要认真研究。

杜祥琬说，发展核电就像下棋，必须要有前瞻性，有纵深
安排，不能只看当前。“临阵磨枪是来不及的。”

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准备进行相关研究，建议加强基础研
究，让中国的核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一哄而上，风险很大。对此，赵柱民也表示，核电发展必须
冷静思考，不能操之过急。“很多事故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技
术问题，也包括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

此外，也有专家表示，从国际趋势来看，必须从现在开始
思考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不仅仅注重规模。

“欧洲和美国已经不打算发展核电，现在要开始考虑提高能
源效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与核能工程学院教授竺礼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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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朝阳产业的奶产业，发展一直不稳定。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对奶产业形成严重冲击，之后业界吸取
教训，奶业企业注重从饲草料这一基础环节来抓奶源基地
建设，国家也在持续推进奶牛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受一系
列利好环境的影响，我国奶业发展由此稳步恢复，牛奶质
量和价格不断提高，奶农效益也持续处于高位。但自 2014
年以来，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快速改变，直接导致
本轮“倒奶”事件的发生。

我国奶产品市场是开放的市场，国内外奶价差距拉大
导致进口奶粉快速增加。新西兰是我国最主要的奶产品进
口国家，中新之间 2008 年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逐年提
高开放度，其中奶产品在 2013 年以后基本实行 5%以下的
低关税，甚至相当多品种是零关税，进口数量超过一定额
度后才启用最惠国关税税率；2014 年中澳又签订自贸协
定，且国内大型乳品企业纷纷在国外建厂。这些都使得我
国乳业的市场更加开放，奶产品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

同时，我国奶产品的生产成本基本上比奶产品主要出
口国新西兰等高出一倍左右。目前我国规模化奶牛场的原
奶成本大约在 3.6 元 / 公斤，而美国约为 2.5 元 / 公斤，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在 2 元 / 公斤左右。导致我国原奶成本长
期处于高位的原因主要包括：奶牛的生产水平较低，饲草
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设施的摊销成本很高，不注重种养
结合、草畜联营。

纵观此轮“倒奶”事件，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联结不紧
密无疑是重要的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奶牛养殖总体规模
化程度低，比较分散。存栏 100 头以上的养殖场户只占
41%，存栏 20 头以下的散养户比重高达 43%。而加工环节
却是大规模、现代化的奶业企业。千家万户的养殖户面对
几十家大型乳品企业，使奶农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尽管近
年来国家在推进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但组建起来的专业合
作社要么实力不强，要么运作不规范，对奶农的组织和带
动作用很弱，甚至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而国外奶牛养殖场
户大多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实施统一的生产指导和统一
的产品销售。

奶产品加工企业与奶农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紧密的
利益联结机制。我国奶产品加工企业与奶牛养殖场户大多
只建立松散的合同关系，合同中一般只规定一段时期内的
交售奶价。实际执行过程中，若当前的奶业处于卖方市场，

则养殖场户容易违约，加工企业到处争抢奶源；若处于买
方市场，则加工企业会千方百计进行刁难，压级压价。这样
松散的利益联结关系，也导致加工企业将国际市场作为奶
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和选项，当国际市场上奶价便宜时，大
量进口奶粉再进行还原。

“倒奶”“杀牛”事件，深刻暴露出我国奶产业发展中存
在的深层次问题，也对相关扶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迫
切要求。

首先，应将当前的“振兴奶业苜蓿行动计划”改为“振
兴奶业牧草行动计划”。将原来的只扶持苜蓿产业发展，扩
大到所有牧草品种，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等特点，规
划适合当地奶牛生产的不同饲草料配方，发展各具特色的
牧草生产，特别是苜蓿草、青贮玉米、黑麦草、王草、燕麦
草、羊草等主要品种都要发展。

其次，应在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的扶持认定标准
中明确增加“配套饲草料地”。以前该项目扶持认定标准大多
是从奶牛的养殖规模、圈舍建设以及环保设施等方面，今后
必须增加“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耕地质量，每头奶牛配
套 1～2 亩饲草料地，实施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

第三，应鼓励和扶持低温奶生产链条的发展，提升奶
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企业从事巴氏杀菌奶等低温奶生产，
给予配套相关冷链系统的财政补贴；普及奶产品科学消费
知识，推动国民低温奶消费；在“学生奶计划”中，鼓励对巴
氏杀菌奶等低温奶的消费。

最后，需要全面评估国内的奶产业规模，及时作出预
警及调控预案。要组织相关专家，综合分析我国的综合资
源潜力，全面评估国内的奶产业发展规模、自给率底线和
进口红线，并根据奶价走势和奶农的盈利水平等作出预
警，及时出台贸易救济措施和生产扶持政策。

（作者系中国农科院农业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利益联结机制松散
触发“倒奶”事件

姻王明利

核电重启须走稳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近日，由中俄两国科学院共同发起
的第一届中俄空间科学双边研讨会在京举行。中俄双方就天
体物理、太阳和空间物理、行星科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
科学等领域的项目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中俄空间科学双边合
作机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和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
Lev Zelenyi 在开幕式上致辞。

阴和俊指出，中俄两国在空间科学项目布局上的高度互
补性，成为中俄双方开展全面深入空间科学合作的必要且重
要基础，应鼓励双方专家充分交流研讨，促成更加广泛深入
的空间科学领域合作。

会议安排了俄罗斯空间科学发展介绍、中国空间科学先

导专项介绍、中国探月工程与深空探测项目介绍、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中的空间科学介绍 4 个特邀报告。在专题报告环
节，按照太阳和空间物理行星科学、天体物理以及微重力科
学与空间生命科学 4 个领域，安排了中俄双方共 31 个交流
报告，并展开分组讨论。

经过研讨，双方在上述 4 个领域形成初步合作建议清
单，拟在空间科学任务设计、发射机会、仪器搭载、科学数
据分析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有合作意向的项目团队还将
再次召开研讨会，进行合作方案的细化。双方还协商建立
了协调联系人合作交流机制，负责将达成的合作意向推至
操作层面。

首届中俄空间科学双边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甘晓）近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的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三期）与天文
联合基金（四期）协议续签仪式在京举行。在新一期的合作协
议中，中科院和基金委一致同意增加两个联合基金的资助经
费，扩大支持范围。基金委主任杨卫、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出
席会议并在协议书上签字。

签约仪式上，杨卫指出，联合基金在推动我国科技创新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利用大
科学设施平台，积极开展前沿问题探索，促进了学科交叉与
科教融合。他希望，在新一轮的协议框架下，进一步推进装置
的开放共享，提高装置的使用效率。他相信，中科院和基金委
在支持科学研究方面还有更多合作机遇，将为前沿交叉科学
实现突破作出更大贡献。

丁仲礼表示，两个联合基金设立以来，成效显著，促进
了重大成果产出，培养了队伍，极大地促进了中科院与高

等院校等其他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与实质性合作。他指
出，希望进一步结合基金委的管理平台优势和中科院的设
备、人才优势，扩大两个联合基金的影响力，努力促进重大
成果产出，更好地实现协同创新，推进我国科学前沿研究
水平进一步提升。

根据基金委公布的项目指南，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2015
年度资助经费为 8000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2000 万元，资助
期限为 3～4 年。依托的大科学装置包括：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及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与冷却储存环装
置、上海光源装置（包括蛋白质设施五线六站）、合肥同步辐
射装置、合肥稳态强磁场装置。

天文联合基金 2015 年度资助经费为 4000 万元，资助期
限为 3～4 年，将主要资助中科院天文台系统以外的科研机
构和高校科研人员利用中科院天文台系统所属天文观测设
备及所获得数据资料开展的研究。

中科院与基金委加大联合基金资助力度

从跃跃欲试到一度停滞，中国核电事业命途多舛。随着《核安全
文化政策声明》的发布，中国政府支持核电的态度开始明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