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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等的基石。在日益激

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重视基础研究。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自２００５年起，国家科技部开始举办“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该项活动旨在

加强对中国重大基础研究进展的宣传，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情和奉献精神，促进公众更加

理解、关心和支持科学，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相

关数据，梳理中国科学进展相关成果，结果表明，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研单位方面共计８３家单位参

与，主要集中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占比分别是４２％和３５％，完成单位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地区；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的研究方向上，共计５０项科学进展有关生物科学。分析历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相

关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基础研究存在基础研究区域差异较大，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情况较差等问题，
因此，应制定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国家战略，完善基础研究管理机制，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完善

基础研究科研经费的管理等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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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形成持续

强大创新能力的关键，加强和发展基础研究是提升

国家创新能 力 的 重 要 途 径，①也 是 跻 身 世 界 科 技 强

国的必要条 件。基 础 研 究 是 科 技 的 基 石，②代 表 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水平，重视、发展基础研

究是提高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

要前提。③ 当前，中 国 面 临 的 科 技 发 展“卡 脖 子”问

题，缘于基础研究无法实现突破，难以形成颠覆性原

始创新所致。④ 基础研究作为一种对前沿科学的原

始研究，虽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对应用研究、
科技创新、生产效率等均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是
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内生动力，世界科技强国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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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发展，提升

基础研究效率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在当今

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则更加紧迫。①

当前，中国基础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因前期起步较晚、底子薄弱、基

础差等造成的目前基础研究成果不足。这不仅表现

在基础研究创新能力滞后，也表现在与投入相比基

础研究成果产出滞后，相较于基础研究成果不足问

题，解决基础研究成果滞后问题更加复杂。只有通

过基础研究管理转型，依靠合适的管理模式，提高基

础科研管理水平，才是解决基础研究成果滞后问题

的关键。②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梳理历年“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探索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发现中国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

期为国家基础研究战略的制定、基础研究管理机制

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广大学者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度逐渐增强，普遍认为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趋势较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一定差距，整体处于跟跑阶段，后续基础研究的发

展需要制定差 异 化 激 励 政 策 等，如 王 宏 达 等③以 地

方基础研发投入、国家基础研发投入、创新团队、专

利授权等指标对中国部分地区基础研究能力进行了

评估；马延灿等④以国家自然基金为切入点，分析了

不同科研单 位 在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的 整 体 基 础 研 究 能

力；范旭等⑤通 过 统 计 数 据 对 不 同 省 域 的 基 础 研 究

能力进行分析；杨 中 楷 等⑥分 析 认 为 通 过 多 维 度 推

动国家巴斯德式专利产出，进而提升基础研究的整

体创新能力。目前，关于中国基础研究管理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验总结、定性分析以及与应用研究对

比方面，缺乏针对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有效实例证

明。近年来，国家层面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也

陆续出台，相继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

要》《科技进 步 法》等 科 技 政 策 文 件，２０１８年 国 务 院

印发《关 于 全 面 加 强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的 若 干 意 见》，

２０２０年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

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对基础研究做出系统部署，
着手解 决 基 础 研 究 存 在 的 问 题。⑦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整体水平显著

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不断 增 强。⑧ 当 前，中 国 论 文 发 表 数 量 已 跃

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也跃升至全球第一

位，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也可看出现阶段中国多种

产业受制于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有不少短板，
尤其是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二、数据来源

为加强对中国重大基础研究进展的宣传，激励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情和奉献精神，促进公众

更加理解、关心和支持科学，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科

学氛围，国家科技部自２００５年起，举办了“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遴选活动，自２００５年起，截至２０１９年已

举办１５届，所选取的科学进展能较好展示当年度中

国取得的基础科学进步，不仅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
且社会意义重大，使公众了解各学科研究的前沿热

点，同时也对宣传、普及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反馈良好。一系列科技成果的涌现正是中国科

技创新能力的体现，不仅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基础科

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对世

界科学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

活动也受到中外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中国科学十 大 进 展”遴 选 活 动 由 国 家 科 技 部

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办，经《中国基础科学》编辑

部、《科技导报》编辑部、《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中国科学基金》编辑部和《科学通报》编辑部重点推

荐，后由中国科 学 院 院 士、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原９７３
计划顾问组和咨询组专家、原９７３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部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负责人等近３０００余位专家初选、终选等，最终确定

当年度 “中国科学十 大 进 展”。中 国 科 学 十 大 进 展

相关材料 介 绍 每 年 在《中 国 基 础 科 学》期 刊 进 行 发

布，同时在国家科技部官方网站刊登。本研究数据

采用历 年“中 国 科 学 十 大 进 展”相 关 数 据，共 收 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１５２项 数 据（其 中，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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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有１１项入选）。

三、数据分析

（一）完成单位情况

对历年１５２项中国科学进展完成单位情况进行

统计发现，共计８３家单位参与完成了历年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进展单位所在地区出现频次前５名

的地 区 为 北 京、上 海、江 苏、广 东、湖 北（如 表１所

示）；完成单位主要集中在大学系统和中国科学院，
没有企业参与 科 学 进 展；１５２项 中 国 科 学 进 展 中 合

作完成项目３８项，占全部项目数量的２５％（如表２
所示）；其余１１４项均为某一单位独立完成，占全部

数量的７５％。中国科学院系统独立完成数量最多，
为４８项，占全部项目数量的３２％。

表１　历年科学进展完成单位地区分布

地区 参与数量 地区 参与数量 地区 参与数量

北京 ２９ 甘肃 ２ 山西 １
上海 ９ 陕西 ２ 福建 １
广东 ７ 浙江 ２ 黑龙江 １
江苏 ７ 河北 ２ 四川 １
湖北 ５ 吉林 １ 天津 １
辽宁 ４ 湖南 １ 贵州 １
安徽 ３ 山东 １ 重庆 １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完成数量较多的单位

序号 完成单位 单独完成数量 合作完成数量 合计

１ 北京大学 １４　 １　 １５
２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１　 ３　 １４
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９　 ５　 １４
４ 清华大学 ６　 ７　 １３
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６　 ４　 １０
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４　 ２　 ６
７ 上海交通大学 ３　 ３　 ６
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３　 １　 ４
９ 载人航天办公室 ３　 ３
１０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３　 ３
１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２　 ３　 ５
１２ 浙江大学 ２　 ２　 ４
１３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２　 １　 ３
１４ 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 ２　 ２
１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２　 ２
１６ 南京大学 ２　 ２
１７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２　 ２

　　（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完成人情况

通过对历年 科 学 进 展 完 成 人 进 行 统 计，１５２项

科学进展共有２４７位科研工作者参与，部分进展完

成人是工作组，不计入统计。２４７位科研工作者中，
中国科学院 和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共 有８５人，其 中 有

２９位院士是在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以后当选 院

士。
（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属学科分布

按研究进展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时所属研究

领域（涉及多学科交叉）统计（见图１），其中，数学学

科１项，物理学科３４项，化学学科有１３项，天文学

科有９项，地学学科有１４项，生物学科有５０项，农

业学科 有８项，医 药 学 科 有１６项，材 料 学 科 有１６
项，电子信息学科有１３项，能源学科有５项，资源环

境学科有３项。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研究领域生

物学科整体较多，其后依次为物理学科、医学学科与

材料学科。

图１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属学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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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属研究性质

中国科 学 十 大 进 展 研 究 性 质 数 据 显 示（见 图

２），７２％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均属于基础研究；２５％
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属于应用基础研究；３％的中国

科学十大进 展 既 属 于 基 础 研 究 又 属 于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图２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属研究性质

（五）文章发表情况

通过对历年１５２项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发表

的１９３篇文章发表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仅有一

篇（刘再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Ｄｒｅｙｂｒｏｄｔ，王海静．一种由全

球水循环产 生 的 可 能 重 要 的ＣＯ＿２汇［Ｊ］．科 学 通

报，２００７（２０）：２４１８－２４２２．）发 表 于 期 刊《科 学 通

报》，其余均为外文期刊。本研究取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发表数量较 多 期 刊 的 前５名，分 别 为Ｎａｔｕｒｅ　７０
篇，占全部发文量的３６％，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４篇，占 全 部 发

文量的２８％，Ｎａｔｕｒｅ子 刊２５篇，占 全 部 发 文 量 的

１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２篇，占全部发文量

的６％，Ｃｅｌｌ　７篇，占全部发文量的４％。
（六）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情况

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研究过程中国家重点实验

室与国家创新平台的参与情况统计发现，共有８９项

研究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占比为７５．４％，国家重

点实验室参与度较高，在中国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研究区域发展不平衡

历年中国科学进展单位所在地区出现频次前５
名的地区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湖北。这５个地

区与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受到资助

项目及金额最多 的 前５名（见 表３）名 单 相 同，排 序

也完全一致。这一名次顺序也符合中国科学院武汉

文献情报中心科技大数据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中国

产业智库大数据中心完成的《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竞

争力报告２０２０》中的排名，这５个地区在２０１９年度

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一、第二梯

队。基础研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主

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创新溢出等多方面，基础研究

的发展水 平 也 与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直 接 相 关。分 析 发

现，除北京、上海两个特大城市外，广东、江苏还分别

是２０２０年中国省级行政区ＧＤＰ位居前二的省份，
中国科技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呈强正相关性，在空

间上也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区域创新中心的

区位锁定效应较为明显。① 经济发达地区已充分意

识到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基础研究可

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因此这些地区基础研究投入不

断加大，并取得良好的成效。整体上东部地区基础

研究实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科技创新活动能

力较弱，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现象，不利于中国基础研

究总体实力的提升。

表３　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受资助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数 金额（万元）

１ 北京 ３　４１２　 ２０１　２７２
２ 上海 ２　１１１　 １２１　６５６
３ 江苏 １　９９２　 １１６　７９６
４ 广东 １　１７５　 １０２　７８０
５ 湖北 １　１７８　 ６９　１８２

　　数据来 源：《２０１８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统 计 资

料》

（二）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较少

企业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参与主体，但通过对

历年科学进展 中 完 成 单 位 的 统 计（见 表２），发 现 目

前进展的完成单位主要集中在大学单位和中科院系

统，企业目前参与基础研究的程度较低。由于基础

研究的周期较长，一般是由国家支持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来进行基础研究，也与基础研究表现出的公益

性和外部性特征相对应。随着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

善，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主体的作用日渐突出，但现阶

段中国基础研究的完成单位均为高校或研究机构，

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严重不足。

当企业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资金投入达到一

定规模，企业将不止从事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会转

型建立自身 关 键 技 术，争 取 更 大 的 竞 争 优 势。② 中

８１

①

②

高建平，赵可，查 晶 晶，等：《湖 北 省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路 径 研 究》，
《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程鹏，柳御林，陈傲：《基础研究与中国产业技术追赶—以高铁产

业为案例》，《管理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国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资金充足，也设立有研究

院和实验室等，所开展的基础研究都是以解决自身

发展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更多关注技术转

移和购买，轻视原始创新，没有真正支持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普 遍 存 在 着 支 撑 技 术 研 发 的 基 础 研 究 较

弱，主要依靠规模取胜的现状。企业参与基础研究

是发达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手段，基础研究的发展

在企业间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氛围，美国科技型企业

对与其相关 的 科 技 创 新 领 域 的 基 础 研 究 都 极 为 重

视，其投入占基础研究投入的一半左右，拥有大量的

实验室和基础研究人员，掌握全球领先的产业关键

技术，①仅美国 的 贝 尔 实 验 室 就 培 养 出 六 位 诺 贝 尔

奖获得者。
（三）国内期刊影响力较弱

对１５２项的中国科学进展所发表的１９３篇文章

情况统计发现，仅有一篇文章为中文期刊刊发，其余

均为英文期刊刊发，国内期刊影响力与外国期刊相

比差距较大。由于国际科学评价导向等原因，现阶

段中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英文形式发表于国

外科技期刊，国内期刊稿源质量较低。同时，中文期

刊存在规模小、分布散、影响弱的问题，而且同质化

严重，缺乏集 群 化、市 场 化 运 作。② 此 外，国 内 期 刊

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论文的发展，中国年均ＳＣＩ发文

量超过５０万篇，但国内ＳＣＩ期刊仅有２４０余种，在

“自然指数”引 用 最 高 的８２种 期 刊 中 无 中 国 期 刊。
中文期刊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科研人员第一大国的地

位严重不符。科研成果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对于科学

普及意义重大，有利于科学文化在公众中快速传播，
因此，进一步壮大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

而喻。
（四）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与世界

级科学家

重大原创性成果是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其
产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

科技的不断发展，在高性能计算机、航空航天、量子科

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由于基础科学研究

薄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匮乏，未实现诺贝

尔科学奖的群体性突破，目前仅有屠呦呦获得科学类

诺贝尔奖，因而除缺乏原创性成果外，还缺乏引领当

代科学潮流的大师级学者与世界级科学家。③ 高 层

次人才是基础研究的关键，而中国目前存在着科技

人才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总量不

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④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

科技创新环境及人才引进战略有所不同，每年均有

大量的人才外流。在人才质量方面，能在学科领域

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世界级科学家较少。

五、中国基础研究发展对策建议

（一）制定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国家战略，完善

基础研究管理机制

现阶段我国需要制定有效反映国家战略意志的

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和科技规划，有效解决战略性需

求所涉及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如“卡脖子”问题等）
的同时建立完善宽松的科研环境，稳定支持自由探

索的需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加强原创性创

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避免盲目跟随热点，造
成研究资源浪费，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家安

全和长远利益的科学领域，面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以及中国

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重点学科和学科工程，持

续稳定投入，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

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中国基础研究发展较晚，有关基础研究的政策

制度处于发展阶段，尽管针对基础研究发展做出过

宏观规划，但与之匹配的具体政策引导相对缺乏。⑤

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应遵循其长周期性的特点，对

不同基础学科进行分类差异化评价，完善健全评审

监督机制，在制度上为科研提供稳定奖惩环境，⑥积

极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

人员给与稳定支持，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等评价导向，突出原始创新导向，推行国际专家

和同行评价，⑦实行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评价。
（二）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完善基础研究科

研经费的管理

基础研究处于创新前沿，研究难度较高，创新风

险较大，确保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建立基础研究经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春博，丁堃，刘则渊：《大型工业实验室基础研究特征及启示》，
《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４年第１３期。

胡永近，刘睿：《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现状及发展思考》，《编辑

之友》，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董华，韩永强：《从诺贝尔奖看中 国 基 础 研 究 人 才 面 临 的 问 题 及

对策》，《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刘莉，董彦邦，朱莉，等：《科研评价：中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

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基于国内外精英科学家的调查结果》，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周文泳，陈康辉，胡雯：《中国基 础 研 究 环 境 现 状、问 题 与 对 策》，
《科技与经济》，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万劲波，赵兰香：《基础研究政策评价的基本前提探讨》，《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张璐杰，张小秋：《国外科研资助 机 构 同 行 评 议 质 量 控 制 机 制 及

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费占比增长机制。要多措并举持续稳定加大对基础

研究经费支持，一方面加强对国家科技计划的投入

力度，积极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综合

性国家创新平台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①尤 其

是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稳定支持

力度，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在加大投入强度的

同时也要优化经费投入结构，拉动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所占比重的大幅提升。只有加大经费投入才能不

断涌现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成果，实现中国自主

创新战略。
（三）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

现阶段多数企业更重视具有快速商业化的新技

术与新产品研发，相对忽视研发周期较长的基础研

究工作，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不足。作为国家创新

主体，后续需要大力引导和鼓励企业多渠道参与基

础研究，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积极探索鼓励企业加大

基础研究投入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各类国家基础

性研究计划，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深度合作，联合建设省级、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促进企业更好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省自然科学

基金等各类科技计划择优倾斜支持，激发企业投入

基础研究的积极性，改变现阶段企业在基础研究中

长期无作为的现状。
（四）加强学科建设、鼓励学科交叉

只有基础学科的综合发展与提高才能有利于基

础科学的发展。在历年科学进展中也可看出，绝大

多数的科技进展均存在多学科交叉的现象，且日益

普遍。现有学科分类布局较为陈旧，有明显的学科

间隔。②当前，学科 的 交 叉 融 合 已 成 为 学 科 发 展 的

时代特征，不少学科起源于新的交叉研究。打破学

科壁垒，促进学科及领域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渗

透，打破传统科学家个人探索模式，积极鼓励不同学

科背景的科技工作者广泛交流，才能保持创新活力。
（五）提升国内期刊质量与影响力

国内期刊应学习借鉴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外国

企业相关经验，创建自主精品期刊；积极推动国内期

刊学科集群化发展；通过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服务

人群的精准定位，专业的编辑团队，以及用户体验的

不断升级，快速提高期刊质量。同时鼓励更多的年

轻科学家参与中文期刊的建设，如建立青年审稿人

制度，参与期刊的全流程工作，以获得广大青年科学

家的认同。国 内 科 研 工 作 者 也 应 积 极 响 应 国 家 政

策，将高质量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在国内期刊，并提高

国内期刊的论文引用数量。向科学界展示中国科研

成果的同时也要向科学界展示中国的期刊。集成国

内期刊资源，构建一批领先的期刊集群，全面提升国

内科技期刊的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更好地反馈服

务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从而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

与进步。

①　闫金定：《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发 展 现 状 及 战 略 思 考》，《科

技导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②　赵兰香，李培楠，万劲波：《科技强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矛盾与

问题》，《科技导报》，２０１８年第２１期。

（责任编辑　靳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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