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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进步的世界注脚中国科技进步的世界注脚

新华社伦敦 6 月 25 日电 （记者

郭爽） 在全球科技创新的浪潮中，中国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为世界科研的

重要引擎。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2025科

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仍在迅速扩大领先

优势。

“十四五”期间，从科研能力的总体跃

升，到基础与前沿领域的突破，再到以合

作促共赢的全球担当，中国正以更加自

信、更加开放的“创新中国”形象，借科技

创新搭建桥梁，推动全球共赢与进步。正

如多名国际专家所言，中国的科研崛起，

不仅反映自身实力的跃升，更为全球科技

进步注入新的动力与希望。

推动全球科研格局变革

“中国在全球科研领域日益成熟且具

有影响力的贡献，不仅在自然指数上，也

在全球主要科研产出排名和评估中得到

了体现。”《自然》杂志总编辑玛格达莱娜·

斯基珀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

系统性投入，以及对国际合作重要性的高

度重视。”

份额是自然指数显示作者对高质量

科研所作贡献的关键指标。从自然指数

科研领导者榜单的份额看，2015年中国远

低于美国，约为其三分之一。而2024年，

中国的份额达到32122，远超位列第二名

的美国（份额为22083）。

除自然指数外，全球多个权威机构均

不约而同关注到了中国科研的迅猛发

展。早在2022年，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

所就发布报告说，中国在一项旨在评估高

质量科学成果的关键指标上超过了美国：

即对排名前1%的高被引论文的贡献。

这不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全球科研

格局转变的标志。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能

力增长迅猛，成为亚洲科研实力整体崛起

的引擎。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

在内的西方传统科技强国的份额都有所

下降。

“这些数据反映了全球科研格局的深

刻转变。”自然指数主编西蒙·贝克说，“中

国对科技的持续投入正转化为高质量科

研产出的快速持续增长，在物理和化学等

领域，目前已远超此前居于首要地位的西

方国家，包括美国。”

前沿创新与基础研究双轮驱动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建立了世界

一流的科学体系，这真是令人惊叹”，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政策与创新研究人

员卡罗琳·瓦格纳指出。

中国科研的崛起，离不开一批世界级

科研机构的支撑。根据早年的自然指数

榜单，中国科学院是2015年唯一进入全球

十强科研机构的中国机构。2024年，全球

机构十强中除了哈佛大学（第2）和德国马

普协会（第 9）外，其余 8 家都是中国机

构。其中，中国科学院多年高居榜首。

澳大利亚最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霍

尔姆斯学院的执行院长哈米什·科茨指

出，中国在过去几年间迈向科技超级大国

的历程凸显了“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实力”。

自然指数在相关介绍中指出，“十四

五”期间，中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人工

智能、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均取得

突出成就。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化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以及物理学领域的研究

产出全球领先。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知名人工智能专家马克斯·特格

马克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已

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等领域成为全球领

先的国家之一。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

能公司共同创始人阿瑟·门施指出，中

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对欧洲具有启

发性。

以开放姿态促合作共赢

中国科研崛起并非“独行”，而是

以开放姿态推动区域乃至全球合作。

“事实上，中国在科研领域秉持的开放

合作态度，已经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

献。”英国伦敦发展促进署首席执行官

劳拉·西特伦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

中国研究人员正在加强与其他亚洲

国家科学家的合作，中国主导的合作项目

显著提升亚洲国家科研水平，推动区域创

新能力的整体跃升。自然指数2025科研

领导者榜单显示，亚洲国家整体强化了优

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个亚洲

国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合作。比如，中国

与东盟国家联合建设实验室，推动技术转

移和人才交流，成为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

支柱。

此外，自然指数2024年发布的一项数

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间，涉及中国和

至少一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自然科

学研究论文数量增加了132%。

中国的科研开放战略还体现在对发

展中国家的支持。无论是非洲基础设施

项目、亚洲空间探索，还是与中亚国家的

深度合作，中国都在以科技合作为纽带，

助力全球创新。

正如贝克所言，只要全球保持开放合

作，中国对高质量科研的贡献将持续推动

全球科学前沿的发展。

从自然指数看中国“十四五”科研成就

6月25日，在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八极拳国际训练基地，拳

师林天花带领俄罗斯学员练习八极拳。

日前，“武术之乡”河北省沧州市的青县八极拳国际训练

基地迎来今年暑期首批“洋学生”。这批来自俄罗斯的学员将

在这里学习传统拳术八极拳，感受中国武术文化的博大精

深。据了解，每年暑期会有多批次外国学员来沧州研习传统

武术。

新华社 傅新春 摄

“洋学生”暑期习武忙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 胡

喆 彭韵佳） 我国研究团队历时六年，

首次揭示肾脏是运动效应的关键应答器

官——其内源代谢物甜菜碱作为延缓衰老

的核心分子信使，通过靶向抑制天然免疫

激酶TBK1，协同阻遏炎症并缓解多器官衰

老进程。

这支团队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

家生物信息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科

研人员组成。成果论文于北京时间 6 月 25

日晚在美国科学期刊《细胞》杂志上发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员

说，运动作为生命活动的生物学基础，是公

认高效且低成本的健康促进与衰老干预策

略。然而，其科学原理特别是分子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

中国团队的研究成果系统解析了人体

对急性单次运动与长期规律运动的分子-细

胞动态响应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曲静

研究员表示，这些发现为运动对健康的积极

效应提供了从分子到细胞再到器官的跨尺

度以及跨物种、多层级的科学证据，为开展

主动健康干预衰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持。

古往今来，科学家一直在为“运动即青

春之泉”的古老认知寻找科学注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思研究员表

示，尽管仍有一些关键科学问题亟待攻克，

但此次发表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运动健康

增益效应的认知，开拓了衰老干预新路径，

为健康老龄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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