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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蘇居去年全國科研產出前三甲

中國高質科研產出縮與美差距
《自然》指數：中科院綜合排名高居全球榜首 貢獻份額超過哈佛兩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最

新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增刊發布「2021中國

自然指數」，展示了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科研

產出情況，其中數據顯示中國在高質量科研產出

方面正與美國縮小差距。上述指數顯示，中國科

學院在全球科研機構綜合排名中高居榜首，貢獻

份額超過排名第二的美國哈佛大學的兩倍；中科

院在化學、物理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三個學科

領域繼續排名全球第一，在生命科學領域繼續排

名第五。這是中科院連續九年位列該排行榜全球

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27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4
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57%，受上年同期基數逐步抬高影響，
增速較3月回落35.3個百分點，但仍維持
在高位，兩年平均增速則明顯加快。與
2019年同期相比，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50.2%，兩年平均增
長22.6%，比3月加快10.7個百分點。國
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表示，
工業企業效益狀況保持平穩較快恢復態
勢，但部分消費品行業盈利狀況尚未恢
復到疫情發生前水平，加之大宗商品價
格高位運行，加大中下游行業生產經營
壓力。

原材料製造業保持較快增長
數據顯示，1月至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06倍，低於一
季度31個百分點；與2019年同期相比，利
潤增長49.6%，兩年平均增長22.3%，較一
季度微降0.3個百分點。41個工業大類行

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較
一季度增加1個，1個行業扭虧為盈，1個
行業實現減虧。
在市場需求改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

因素推動下，上游採礦業利潤增長明顯加
快，原材料製造業保持較快增長。1月至4
月，採礦業中，油氣開採業利潤增長1.19
倍，加快101個百分點。原材料製造業利
潤同比增長3.66倍，明顯高於平均水平，
拉動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45.9個百分
點。其中，石油加工業在國際原油價格上
漲和需求回暖帶動下實現扭虧為盈。

消費品製造業盈利未及疫情前
相比之下，消費品製造業利潤恢復較

慢。1月至4月，消費品製造業利潤同比增
長45.3%，兩年平均增長15.9%，仍明顯低
於總體增速，紡織業、紡織服裝、皮革等
製品及製鞋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利潤兩
年平均增速仍為負，未恢復到2019年同期
水平。
數據還顯示，單位成本費用同比下降，

推動利潤率繼續上升。1月至4月，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每百元營業收入中的成本同比
減少1.39元（人民幣，下同），費用同比
減少0.84元。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87%，
同比提高2.42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持續保
持上升態勢。

專家：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壓力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示，海
外經濟穩步復甦支持出口增長，國內經
濟向好、工業品價格上行，企業營收大
幅改善。同時，受益於減稅和低利率，
工業企業成本下降，企業營收利潤率明
顯上升，顯示企業經營狀況繼續改善。
但值得關注的是，工業利率高增長主要
靠上游企業驅動，在中上游工業品價格
過快上漲的情況下，下游企業成本壓力
將持續擴大。
中國銀行研究所研究員梁婧指出，從每

百元營業收入中的成本看，石油、有色金
屬等原材料相關行業成本總體較上年末下
降，而中游的設備製造業、下游消費品行

業成本有所上升。需求回升拉動利潤上
升，成本上升則拉低利潤增速。未來，在
內需持續改善、外需保持韌性、減負穩崗
政策延期等支持下，工業企業盈利仍有望
保持較快增長，但短期大宗商品價格仍有

上漲壓力，「碳中和」目標下嚴控傳統產
能等政策疊加外部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
令相關行業受到較大影響，而近期人民幣
升值幅度較大，對出口相關企業也可能造
成影響。

國家統計局：4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57%

此次最新的自然指數榜單是基於2020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的統計數據，展示了不同國家和科研機構在自然

科學領域高質量科研產出的情況，其中論文數（Count）和
貢獻份額（Share）是兩個用於自然指數排列的指標。媒體
報道引述《自然》文章稱，2021年5月15日，天問一號探
測器成功登陸火星，這是自 2016 年構建全球首個星地量子
通信網，2019 年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陸的嫦娥四號之後，中
國科學事業的又一次偉大成就。「這凸顯了中國作為科學超
級大國地位的不斷增長，現在它已能和美國媲美。」

中國在化學領域貢獻份額全球最高
自然指數2015年至2020年的數據顯示了中國如何在高質
量研究產出方面與美國縮小差距。2015年，中國的貢獻份
額為美國的37%；到2020年已增至69%。在自然指數所追
蹤的全部四大學科中，中國2018年在化學領域的貢獻份額
已超過了美國，在除生命科學之外的地球及環境科學和物理
學這兩個領域接近於美國。中國在化學領域貢獻份額全球最
高，在自然指數其他三個學科領域僅次於美國。2020年，
中國的貢獻份額更多地集中在化學領域，美國則更集中於生
命科學。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的科研環境也在產生變化。美國、德
國、英國、澳洲和日本是中國在自然指數中最主要的五個科
研合作夥伴。其中，中美合作研究數量在2015年至2019年
的年均增長率在10%以上，在2020年則變為零增長。而中
國和其他國家的合作研究進展正在不斷加快。

近三年中國大學逾10%學者從國外引進
在該榜單中，全球科研機構綜合排名依次是：中國科學
院、美國哈佛大學、德國馬普學會、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美
國史坦福大學、德國亥姆霍茲國家研究中心聯合會、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日本東京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英國劍橋大
學。
此外，在人才方面，《自然》指數委託澳洲的學術數據和
招聘公司「學者聯盟」，對自然指數100強研究機構50萬名
學者進行了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自2014年已實現
科研人才的淨流入，逆轉了先前40年的趨勢。截至2021年
3月，中國的大學中過去3年有超過10%的學者從國外引
進，而這一數據的全球平均水平是3.7%。

四大學科指數全球前兩位
化學領域：
●中國貢獻度為 7,648.64
●美國貢獻度為 5,222.70

地球及環境科學領域：
●美國貢獻度為2,861.51
●中國貢獻度為1,937.32

生命科學領域：
●美國貢獻度為9,672.35
●中國貢獻度為1,882.84

物理科學領域：
●美國貢獻度為5,402.66
●中國貢獻度為4,268.99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對於最新
《自然》指數顯示，中國高質量科研產出
正顯著增加，並縮小與美國的差距。香港
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主任、講座教授錢培
元指，那是對中國科研質量及水平提高的
充分肯定，他認為，國家的經濟實力、研
究條件都比以前強很多，加上科研人才增
多，多輸出高水平的論文是理所當然的。
至於香港於全國省市地區中「只」排第

十位，他認為那和香港高校規模與科研人
員較少有關，例如大學數目遠遠比不上北
京、上海等城市，此外是次《自然》指數
報告焦點介紹產量最高的中國科學院，便
包括多個研究所，如單純直接比較亦易令
人誤解。不過他直言，「香港科學家以前
曾以（論文）數量多為傲，但現在都不敢
這麼說了；因為內地人多產出亦多，量大
質精」。
錢培元又提到，香港教資會最新公布

「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顯示，香港各
大學表現相當出色，研究水平持續提升；認
為香港學者最重要是警惕自己不要自滿，而
特區政府亦應增大科研投入。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則表

示，國家一直在朝着科技強國的方向努力，
早在約十幾年前已經提出相關政策，從「跟
跑」、「陪跑」到「領跑」，現已越過「陪
跑」進入「領跑」的階段。他提到，過去五
年，在中美貿易戰刺激下國家加快推動科研
步伐，並提出多個於2035年建設科技強國策
略及遠景目標，從這些指標能看到國家科技
發展一步一步穩健前進，按照規劃發展。

國際化是港優勢 政府應增研究經費
至於香港表現，他指，科研成績優秀、

基礎科研突出、國際化一直是本港的優
勢；惟地方小，科研投資、科學家及研
究人員數目比不上內地大城市，亦是客
觀情況。他提到，香港幾乎每個研究人
員都有與海外學術界緊密聯繫，國際合
作項目多，也會對《自然》指數中的
「貢獻份額」有影響，例如香港醫學研
究與國際專家合作頻繁，表現優異，惟
醫學論文通常多人聯名，便會影響數
字，所以香港與內地各省市的科研產出
指標難以正面比較。
不過黃錦輝亦強調，在科研方面香港確

應該自我反思，特區政府除應繼續增加研
究經費，亦要多推動與大灣區內及灣區以
外各處優勢互補，加強與內地合作提升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2021
中國自然指數」顯示，2020年中國科研產出最高的
十個地區分別為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湖北、
浙江、安徽、山東、天津和香港。中國研究機構的
前十位依次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南京大學、清華大
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山大
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中國科學
院大學這兩所年輕的大學，打破了固有格局，在自
然指數中國領先機構中超過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和南京大學。
自然指數針對中國各區域科研產出的情況作出評

價，其中北京市在中國的科研產出居於第一，份
額佔比達到20%，居於第二位的上海為11%。在
具體的科研機構方面，北京大學在中國機構中的
整體份額排名第三，在生命科學領域排名第二。
上海交通大學在 2015年至2020年自然指數中從中
國領先的機構中排名第 14 位躍升至第 8 位，並
且在 2020年的前 10 名中，其份額增長幅度最
大，達到21％。

廣東成近五年提升最快區域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成為近五年來中國科研產出

份額提升最快的區域，2015年以來增長211.4%；

增長份額第二名是山東，達到138.3%；第三名是
湖北，達到89.1%。傳統科研能力較強的北京，科
研產出份額2015年以來增長 34.4%；上海增長
43.4%；香港增長41.1%。
中國科學院及其相關院校的科研產出增幅明顯。

自然指數創始人David Swinbanks（戴維·斯溫班克
斯）表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這
兩所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大學，它們最近的上升引
人注目。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京大學長期以來
一直穩居自然指數榜單前茅，但近年來，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排名迅速上升，正在
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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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指數所追蹤的全部四大學科中，中國2018年在化學領域的貢獻份額已超過了美
國。圖為北京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的科技攻關團隊正在實驗室內進行
抗疫攻關的相關實驗。 資料圖片

●媒體報道引述《自然》文章稱，2021年5月15日，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登陸火星，「這
凸顯了中國作為科學超級大國地位的不斷增長。」圖為天問一號着陸巡視器成功着陸於火星
烏托邦平原南部預選着陸區。 資料圖片

●4月22日，在位於山東濰坊的濰柴集團總裝車間，工人在流水線上裝配發動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