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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指标的省域基础研究

发展现状分析

欧阳峥峥　陈云伟　杨思飞　刘小杰　熊永兰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当前各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基础研究。本文从省

域视角出发，遴选东部、中部和西部共１１个省市，从基础研究相关的科研政策环境、科研体系基础、

科研人力资源、科研经费投入、科研论文产出和国际科研合作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形成由６个一

级指标、１２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各省市基础研究现状、水平及发展

趋势。研究发现，东、西部省市的科研政策环境各有侧重，政策的执行与落地程度各不相同；基础研

究在科研体系基础、经费、人才上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现象，呈现出东部优于中部优于西

部的态势；部分中西部省市表现出较高的基础研究效率，呈现出追赶势头，但仍未充分发挥其良好

的科研体系基础优势；基础研究学科分布在省域之间同质化明显，区域特色不够突出；国际合作能

大幅提升省域基础研究影响力，但大部分中西部省市的国际合作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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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纵观

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强国无一例外是基础研究

强国。早在二战时期，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

万尼瓦尔·布什就在其牵头起草的《科学：永无

止境的前沿》［１］研究报告中明确了基础研究是整

个创新链的源头，推动形成“基础研究 －应用研

究－技术开发 －商业应用”的线性模式，为美国

的科学技术政策框架及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英

国长期重视基础研究，从诺贝尔科学获奖产出来

看，英国是近６０年中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产出

效率最高的国家。德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

企业实践方面相互渗透、密切结合，加之其强大的

科学基础，成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亿均人口累计

产出最多的国家。法国开展了大量“非定向综合

性自由探索”类研究，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

或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现。

日本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便将战略重点从产

业技术的引进模仿转变为强化自主基础性研究，

持续增强基础研究地位。２００１年，日本出台“第

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５０年拿３０个诺

贝尔奖”的目标，从该计划提出到２０１９年，日本共

获１９个诺奖，仅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便完成了约

三分之二的目标［２］。我国在２０１８年１月发布《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对我国基础研究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指出基础研

究作为创新的源头，应该得到高度重视［３］。随

之，各省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与措施来提高自身

基础研究与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然而，当前各省

市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如何？哪些指标能够反映

其基础研究现状，是当前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需要

明确的核心问题，是各省市摸清“家底”，从而制

定基础研究相关规划、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

国外较早开始关注对基础研究水平的分析，

如Ｍａｒｔｉｎ［４］等１９８３年就对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

水平进行了评估；Ｇｒｅｖｅ［５］等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

合的方法对基础研究进行了评估；随后，Ｍａｒｔｉｎ［６］

又做了一系列研究，提出单一指标只能反映基础

研究的某个方面，如要较为全面地了解基础研究

水平，需要利用多指标来对基础研究进行综合反

映，并指出定性分析中的同行评议依然具有局限

性；Ｃｏｓｅｎｔｉｎｏ［７］、Ｐｅｎｆｉｅｌｄ［８］等通过对基础科学影

响力评估的综述，分析了自评、文献计量、专家定

性评估、第三方评估等常见评估方法的特点及局

限性。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主要以

科研机构、基金、项目和研究者为对象来进行基础

研究水平分析，很少以中观、宏观层面的对象来进

行基础研究水平的综合分析［９］。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基础研究相关的

分析，赵兰香［１０］等分析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主要

矛盾发生的变化，认为需要关注基础科学研究的

厚积、交叉互动、人才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关键问

题；张明喜［１１］、邓衢文［１２］等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

基础研究水平的具体建议；石金叶［１３］等从四个方

面分析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在其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的作用，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基础研究发展情

况进行了对比分析；钟永恒［１４］、毛献峰［１５］等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角度分析了省域基础研究

情况；周鑫辉［１６］从基础研究的成果评价出发，指

出使用单一的论文指标来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缺

陷。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侧重于理论分析，目前

仅有少量研究利用单一指标来对各省基础研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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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进行分析，尚不能较为全面地体现各省市基础

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利用多项指标综合反映基

础研究现状的分析比较缺乏。为更全面客观地反

映省域基础研究现状及水平，本研究在对国内外

文献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遴选多项基础研究相关

核心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

省域基础研究现状、水平及发展趋势。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省份（含直辖市）为对象，依据《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８》［１７］中各省市“Ｒ＆Ｄ经费内

部支出”的基础研究支出以及省市的地域分布，

共选取１１个省市作为分析对象。首先，选取基础

研究支出排名前五的省市，依次为：北京、广东、上

海、江苏、山东；然后，结合地域分布，选取部分东

部、中部及西部省市，包含：浙江、湖北、四川、陕

西、广西和重庆。

１．２　研究指标

基础研究旨在创造新的科学发现、增加新的

原理性科学知识，是一种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

在实践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无明显界限，特

别是对一个机构或团队而言，很难将其所从事的

研究工作和成果清晰地归类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

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与基础研究紧密相关

的客观数据，来反映基础研究的表现。

国外研究表明，单一指标只能反映基础研究

的一部分，要更全面地反映基础研究现状与影响

力，需结合多项指标综合分析。而指标的选取会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如同行评

议对于个人、机构的研究现状与影响力评估很有

意义，但放在以省市为单元的宏观尺度上，同行评

议、自我评测、第三方研究团体评价等定性方法则

具很大的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

法，从基础研究相关的科研政策环境、科研体系基

础、科研人力资源、科研经费投入、科研论文产出

以及科研国际合作等６个方面进行指标选取，并

根据需要细化出二级指标。通过６个一级指标、

１２个二级指标，力求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各省

市基础研究现状、水平及发展趋势（表１）。

表１　基础研究相关指标及内容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反映内容

科研政策
环境

科研政策环境
基础研究相关政策中经费、人才、领域、体制

机制等亮点内容
基础研究开展的政策环境

科研体系
基础

研发机构及单元 研发机构、高校、研究单元数量 基础研究科研体系保障

双一流高校 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数量 优势科研体系基础

科研人力
资源

Ｒ＆Ｄ人员 研发人员数量、学历分布结构 基础研究人才储备

高层次人才
长江特聘、杰青、青年千人、优青、ＥＳＩ高被引

科学家数量
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储备

科研经费
投入

Ｒ＆Ｄ经费 Ｒ＆Ｄ经费投入金额、强度 科研投入整体支持力度

基础研究经费 基础研究经费及占Ｒ＆Ｄ比例 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科研论文
产出

论文产出数量 科研论文数量 基础研究成果产出

论文影响力 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数量及占比 基础研究成果影响力

论文学科分布 ＥＳＩ学科论文数量、ＥＳＩ学科高被引论文数量 基础研究学科布局

科研国际
合作

国际合作规模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及占比 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强度

国际合作影响力 国际合作论文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 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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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范围

本研究主要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度的数据作为

分析对象，数据库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４月。本研

究中统计数据来源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１７］。对于部分指标，因统计更新时间

原因尚无法获取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则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科研论文范围比较宽泛，不同数据库的收录

标准与来源差异导致了科研论文统计数量的差

异。本研究从论文收录广度及质量兼顾的原则

出发，选取科睿唯安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中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核心合集论文为对象进行分析。因此，研究

中“科研论文”仅指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论文。

表２　各省市基础研究政策环境亮点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省市 政策环境亮点

北京
北京着力推动科学城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为基础研究提供现代化的实验室体系，力争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北京、天津及河北共同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协
议”（２０１８—２０２０），设置京津冀省际联合基金，推进京津冀基础研究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

江苏

江苏“３０条政策”提出，持续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如在激励创新方面，增设基础研究重大贡献奖和青年科技杰出
贡献奖，建立重大原创成果奖励机制，重大原创成果直接提名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其团队享有成果转让１００％
收益；在宽容失败方面，对基础研究未实现预期的项目，提出援助机制、补偿机制及免责机制；将青年基金作为青年
科技人才培养的“种子基金”，采取不限项自主申报，力争让全省约５０％的博士毕业生获得启动科研项目的第一
桶金。

上海
依托张江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及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功能型平台，大科学设施为上海形成巨大的创新引力。此外，
上海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科技创新政策改革主攻方向，着力在创新体制机制上迈出大步子；同时通过优化创新主
体定位，建立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关联机制，释放国企、大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活力。

广东

广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重点领域项目实施方
案》等基础研究相关政策，在省级层面首创以长周期持续滚动支持基础研究，对于重大前沿基础研究项目，一经立项
持续支持５年，免除中期检查，５年后评估优秀再滚动支持５年。加强对博士和博士后支持比例、加强对女性科研人
员支持。在原有３亿元省自然科学基金基础上新增１亿元科研经费。对自由探索以及实施周期３年以下的目标导
向类基础研究，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探索省级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人力资源成本费，按最高不超过项目经费的６０％
执行。

湖北
湖北出台“科技创新２０条”，推动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政策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聚焦构建重大基础研究平台。
加大对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后备人才培养并设立“种子基金”。推动省部共建实验室，促进省属院校与地方经济建
设密切相关的优势学科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原始创新能力。

浙江

浙江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数字经
济领域和生物医药、精准医疗、免疫与基因治疗等生命健康领域打造形成世界领跑、并跑的基础研究格局。除设立
自然科学基金外，还斥资百亿成立之江实验室，通过“一体、双核、多点”的架构模式，引入社会优质创新资源参与基
础研究创新；建立西湖大学，对标国际一流民办研究型大学；投资千亿设立阿里巴巴达摩院，立足基础科学，研究颠
覆性技术。

山东

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通过高质量“源头供给”，提升“落地”效率。同时，山
东通过精准发力，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间“最后一公里”，为突破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瓶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方面，探索组建“联合舰队”，团队模式涵盖科研全链条，“年轻人担当大任”成为基础研究发展主流
趋势。

陕西

陕西设立省企“联合基金”，吸引外部力量资助基础研究，通过“杠杆引导”的投入模式和充分开放的资助模式，不断
深化与企业等外部力量的联合，极大提升了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融
通发展、多元投入。同时由科技厅牵头，２４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１５５个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共同发起，成立陕西重点
实验室创新联盟，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共同受益的创新合作组织。

重庆

重庆市科技局印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办法（试行）》，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创新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
究。该办法突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才培养功能、着重解决重点产业领域基础科学问题和培育重点领域重大原创
成果、探索变革性和颠覆性创新研究、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和稳定支持方式、从“减、放、导、信”上着力优化发展机制
和环境。

广西

广西出台《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基础研究活力；形成多方联动机
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加大对青年人才培育力度，分层次培养聚集优秀基础研究人
才，加强引进培养领军人才，打造高端科研创新团队。此外，广西将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培养
基础研究人才和培育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苗圃”作用。

四川

四川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成为首批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省份之一（其余三个省份为：湖
南、安徽和吉林）。此外，四川除延续原有应用基础研究（需求引导型）、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
和重点实验室等基础研究项目门类外，首次探索设立“自由探索型”项目门类，不设领域和方向，自由选题，鼓励科学
家尤其是青年学者自由创造，营造勇于探索、宽容失败的基础研究学术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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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ＳＩ数据库会根据更新周期而变动，本研究

中ＥＳＩ相关数据，如 ＥＳＩ高被引科学家、ＥＳＩ高被

引论文等均为２０１９年４月数据。

２　省域基础研究发展现状

２．１　科研政策环境

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是基础研究有效开展

的前提，研究对近年来目标省市基础研究相关政

策进行了梳理分析，部分省市如广东、广西等专

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实施方案等政

策，其他省市也从经费、人才、领域、体制机制等

不同角度制定了推进基础研究的政策。详情如

表２所示。

２．２　科研体系基础

研发机构、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

机构及单元是各省市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科研

体系保障。北京在研发机构总数量上，以３９１个

遥遥领先，占全国研发机构总数的１０％以上，其

中约九成为央属研发机构；广东、山东、四川居于

第二梯队，均超过１５０个研发机构。普通高校中，

江苏、广东、山东分别位居前三，湖北、四川的普

通高校数量也超过１００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方

面，北京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其次是上海，江苏、湖北、陕西的重点实验室

数量位居前五位。详情如表３所示。

双一流高校以及双一流学科高校体现了各

省市开展基础研究的优势科研体系基础。在双

一流高校建设名单中（图１），北京共有８所入选，

位列第一；江苏、四川、湖北、广东、山东５省均有

２所入选。在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北京

以３４所遥遥领先；江苏、上海分别以１５所和１４

所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四川共有８所高校入选，与

陕西并列第四位［１８］。

２．３　科研人力资源

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核心动力，优秀人才对于

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

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下文简称：Ｒ＆Ｄ人员）方面

（表４），广东、江苏两省优势明显。与其他省市相

比，广东除了博士毕业生人数排名第三位外，其

余均排名第一位，而江苏无论在Ｒ＆Ｄ人员总数、

表３　国内地区及主要省市研发机构、科研单元规模情况（２０１７年底）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ａｅｒｃｈＵｎｉｔｓ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

总体研发机构１） 普通高校１）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２）

（２０１６年底）

数量（个） 排名
央属研发机
构数量（个）

地方属研发
机构数量（个）

数量（个） 排名 数量（个） 排名

全国 ３５４７ ７２８ ２８１９ ２６３１ ２５４２）

北京 ３９１ １ ３４１ ５０ ９２ ８ ７９ １
广东 １９９ ２ ２７ １７２ １５１ ２ １１ ６
山东 １９８ ３ １１ １８７ １４５ ３ ３ １０
四川 １６９ ４ ２８ １４１ １０９ ５ ９ ７
江苏 １３３ ５ ２９ １０４ １６７ １ ２０ ３
上海 １３２ ６ ５２ ８０ ６４ １１ ３２ ２
广西 １１９ ７ ２ １１７ ７４ ９ １ １１
湖北 １１６ ８ ２９ ８７ １２９ ４ １８ ４
陕西 １０４ ９ ３６ ６８ ９３ ７ １３ ５
浙江 ９３ １０ １０ ８３ １０７ ６ ９ ７
重庆 ３１ １１ ３ ２８ ６５ １０ ５ ９　

１）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８》；２）不包括７个试运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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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主要省市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表４　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 Ｒ＆Ｄ人员分布（单位：万
人）１）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ＤＳｔａｆｆ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ｉｎＹｅａｒ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１０，０００）１）

Ｒ＆Ｄ人员 博士
毕业生

硕士
毕业生

本科
毕业生

人数 排名 人数 排名 人数 排名 人数 排名

全国 ６２１．４ ４１．７ ９２．０ ２７１．２
东部地区 ３９２．５ ２５．０ ５３．９ １６７．７
中部地区 １１１．３ ６．６ １５．０ ４９．７
西部地区 ８７．５ ６．６ １６．３ ３９．８
东北地区 ３０．１ ３．５ ６．８ １４．０
广东 ８８．０ １ ３．４ ３ １２．１ １ ３３．４ １
江苏 ７５．４ ２ ３．７ ２ ９．６ ２ ３０．９ ２
浙江 ５５．９ ３ ２．２ ６ ５．１ ５ ２１．９ ４
山东 ５０．０ ４ ２．３ ５ ６．３ ４ ２４．１ ３
北京 ３９．７ ５ ７．５ １ ８．６ ３ １７．５ ５
上海 ２６．２ ６ ２．８ ４ ４．３ ７ １３．０ ６
四川 ２４．２ ７ １．９ ７ ４．６ ６ １１．０ ８
湖北 ２３．５ ８ １．８ ８ ２．９ ９ １０．９ ７
陕西 １５．１ ９ １．２ ９ ３．１ ８ ７．０ ９
重庆 １３．２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８ １０ ６．２ １０
广西 ７．２１１ ０．６ １１ １．８ １１ ３．１ １１　

１）因数据处理，四舍五入只保留１位小数，相关的计算用原
始数据进行。

硕博士人员还是本科人员数量上均排名第二名。

北京在高学历人才方面优势明显，其博士毕业人

员数量排名第一。

在博士人员占总Ｒ＆Ｄ人员比例方面（图２），

北京优势明显，以１８．９％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省

份。上海博士人员占比为１０．９％，排名第二，与

北京差距较大。广西、四川、湖北、陕西、重庆这５

个省市博士人员占比也较高。相反由于科研人

员基数较大，广东、江苏等省市的博士人员占比

较低。

图２　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Ｒ＆Ｄ人员学历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Ｒ＆ＤＳｔａｆｆ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高层次人才是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引擎。

据相关数据统计［１９］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北京

新增两院院士数量共计１１６人，与其他省市相比，

具有绝对优势（图３）；新增长江特聘、杰青、青千、

优青等高层次人才方面，北京以１８５８人次，位居

全国首位，上海以９０９人次，位居全国第二，两者

高层次人才总量超过其余９省市人才总量之和

（图４）；在 ＥＳＩ高被引科学家方面，北京依然位

列首位，江苏、上海位于全国第二梯队，广东、浙

江、湖北、四川则位于第三梯队（表５）。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新增两院院士数量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ｉ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

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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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新增高层次人才数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主要省市ＥＳＩ高被引科学家年度

数量１）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ｃｉｔｅｄＥＳＩＳｃｉｅｎ
ｔｉｓｔ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１）

省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北京 ４３ ４０ ５３ ８２ ６９ ２８７
江苏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８ ５０ １０１
上海 １４ １２ １７ １６ ４０ ９９
广东 ８ ９ １２ １４ ２５ ６８
浙江 ３ ６ ９ １３ ２３ ５４
湖北 ４ ６ ８ １０ ２４ ５２
四川 ０ ３ ８ １０ ２２ ４３
陕西 ３ ４ ３ ４ ８ ２２
山东 １ １ １ ０ １１ １４
重庆 ０ １ ０ １ ２ ４
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广西无高被引科学家。

２．４　科研经费投入

科研经费投入决定了基础研究开展的广度

与深度，基础研究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作为

保障。Ｒ＆Ｄ经费投入方面，１１省市均呈稳定增

长态势，总体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广东和

江苏，第二梯队为山东和北京，第三梯队为浙江

和上海，第四梯队为湖北、四川、陕西、重庆和广

西（图５）。

在投入强度方面，北京整体高于其他省市，

处于５％ ～６％之间；上海排名第二，但与北京差

距较大，位于３％ ～４％之间；其余省市投入强度

均低于３％ （图６）。

图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Ｒ＆Ｄ经费投入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ＤＦｕｎｄｓＩｎｐｕｔｉｎ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图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ＤＦｕｎｄｓＩｎｐｕｔｉｎ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基础研究投入上，北京投入金额及Ｒ＆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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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最高，具有绝对优势；在投入金额上，北京、

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排名前五；而在基础研究

的Ｒ＆Ｄ占比方面，北京、广西、上海、四川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７年主要省市基础研究投入金额及 Ｒ＆Ｄ

占比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Ｒａ

ｔｉｏｏｎＲ＆ＤＦｕｎｄ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

基础研究金额（亿元）基础研究的Ｒ＆Ｄ比例（％）
全国 ９７５．４９ ５．５４
北京 ２３２．３６ １４．７１
广东 １０９．４２ ４．６７
上海 ９２．５１ ７．６８
江苏 ６７．６２ ２．９９
山东 ４０．５３ ２．３１
四川 ３６．８８ ５．７８
浙江 ３１．０２ ２．４５
湖北 ２７．９４ ３．９９
陕西 ２４．８７ ５．４０
广西 １７．３４ １２．２０
重庆 １５．７６ ４．３２

２．５　科研论文产出

科研论文虽然并非基础研究的唯一成果，但

是在现行科技成果政策导向下，科技论文的规模

及影响力依然能够反映当前各省市基础研究的

整体水平。研究统计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中各主要省市的论文数据发现，

北京科研论文产出最多，５年共产出科技论文４９．

９万篇，是第二名江苏省的两倍；上海位列第三

（图７）。

在篇均被引频次方面，上海最高，为７次／篇；

北京、江苏、广东、浙江、湖北、重庆均超过 ６次／

篇；其余省市则低于６次／篇（图８）。

在高被引论文方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我国

高被引论文共计 １９１４３篇，占论文总数量的

０９５％，整体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１％）。广

图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主要省市ＷｏＳ论文数量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ｏＳｉｎ

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图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主要省市ＷｏＳ论文引文影响力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

Ｗｏ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东、湖北、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高被引论

文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重庆、陕西、山东、

四川、广西等中西部省市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９）。

从ＥＳＩ学科论文分布来看，各省市发文最多

的五个学科基本为化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材

料科学和物理学（山东第五学科为生物学与生物

化学），这与中国整体论文发文最多学科一致（表

７）。

从各个省市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来看，工

程学、化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是各个省市相对

高被引论文较高的学科，其他学科各个省市略有

不同（表８）。

２．６　科研国际合作

中微子探测器、高能光源、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等重大基础研究的开展，均离不开全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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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的国际参与度与其影响力往往成正比。

梳理各省市的国际合作论文（图１０）发现，北京、

江苏、上海和广东等省市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和比

例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北京国际科研合作论文

以１３．５万篇位居第一，上海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以

２９％位居第一。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

北的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占比均超过了全国平均

水平（２３．２％），而四川、山东、陕西、重庆与广西

的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主要省市高被引论文占比情况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ｃｉ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ｉ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表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主要省市ＥＳＩ学科发文数量

Ｔａｂ．７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ＥＳ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学科 北京 江苏 上海 广东 湖北 浙江 山东 四川 陕西 重庆 广西

化学 ５５６９９ ３５４６４ ３０７６９ ２０６５３ １５１３６ １８０１４ １８３９３ １３５００ ８４３３ ６３２６ ２８９７
工程科学 ５３３６８ ３００４０ ２３４８４ １５２４３ １４４４２ １３２１０ １０７２２ １３５１４ ８１５３ ６７７４ １５７０
临床医学 ４３８２７ ２１９８３ ３７０３１ ２９６５６ １２８８７ １８１７１ １６１５０ １２８４５ ５９５０ ７１９２ ３４８５
材料科学 ４０１１９ ２３９６８ ２１１９３ １４７７０ １２６１５ １０４５７ １００２７ １００８７ ９５６４ ５５２７ ２１２９
物理学 ３９９６８ １７６１５ １７４６６ ９９９４ ９４５４ ８４２４ ６４６１ ９２４０ ５７８１ ３０５８ １３３０
地球科学 ３０１４６ ９８３０ ３３００ ５０３７ ７４０８ ２３３７ ５８０６ ３４２３ ２８０３ ６８１ ６０２
环境／生态学 ２１４６２ ９１８６ ５１７２ ６２４０ ４５４０ ３９０４ ４１４０ ２４８８ ２３６０ １３９７ ７５８
计算机科学 １６２９８ ８７２９ ５８１４ ５７６６ ４６４８ ４１５４ ２８１５ ３５０６ １９９７ １７２０ ７５９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１５５４１ １０１３１ １１４０１ ８０２０ ５３４５ ６２７５ ６５５５ ３４５８ ２５０３ ２４７５ １１０５
植物与动物科学 １４４２８ ６８９０ ３８０１ ５８７３ ４７５３ ４１７４ ４３４３ ２３１０ ２３９３ １２８１ １０２６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１１９２２ ７４６０ １００６３ ８３２３ ４４２５ ５１３６ ４２２９ ３１６５ ２２１９ ２３５５ １０６６
农业科学 ９６１５ ７４２９ １８４０ ３７６４ ２５７２ ３２６４ ２１０２ １４２８ ２４３８ ９３８ ５７０
数学 ８３５０ ６１００ ５３４２ ３７５９ ２９９０ ３５０３ ３５６９ ２２５２ １１７０ １８５９ ７９６

药理学和毒理学 ８２９９ ６８１３ ６２０２ ５３３２ ２６０９ ３５６３ ４３４３ ２２０７ １４９７ １３９９ ６３６
神经科学与行为 ７６０５ ３７１２ ４７５０ ３７７７ １６０６ ２４０６ ２０６７ １９８７ １１３８ １８２１ ３３１
一般社会科学 ６３０６ １８９２ ３０５１ ２３９５ １７１５ １７３３ ７８５ ７３２ ２８６ ４５１ １７３
空间科学 ５０７４ １７８９ １１７７ ４２８ ５５６ ７７ ４１７ １５９ １３３ ７２ １２９
微生物学 ４４７２ ２３６５ ２０５４ ２３７０ １７２９ １４２２ １４７８ ７０９ ３９５ ４４４ ２５４
免疫学 ４０９１ １９７１ ２６３５ ２５８３ １２５４ １５１３ １３１５ ６６５ ４１８ ６９６ ３０２

经济与商业学 ３７８３ ８６３ ２１８０ １１３１ ７１８ ８８０ ３３６ ７８６ １２８ １８３ ２６
精神病学／心理学 ３７８２ ７８２ １５９５ １５１８ ６９５ ９３８ ５０４ ６４９ １１７ ５６９ ９８

多学科 ８６４ ２９０ ３５７ ２７４ １９２ １８５ １４５ １２５ ７４ １０４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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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主要省市ＥＳＩ学科高被引论文数量１）

Ｔａｂ．８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ｃｉ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ＥＳ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１）

学科 北京 江苏 上海 广东 湖北 浙江 山东 四川 陕西 重庆 广西

工程科学 ８１０ ４９１ ３１４ ３１６ ２７０ １９５ ２２４ ２２８ １４６ １２３ ２２
化学 ８９１ ４８９ ５２７ ３６０ ３１４ ２５６ ２５５ １３８ ９８ ７９ ２０

材料科学 ８２８ ４５５ ３３７ ２９６ ２５７ １７９ １１３ １０８ ８４ ７３ ８
计算机科学 ２７１ ２５５ １１１ １７０ １１６ ７５ ５４ １０３ ６６ ５９ １６
物理学 ６８８ ２９８ ３１２ １９９ １８９ ９３ １３１ ８９ ４３ ３５ ９
数学 １４２ １８４ ９２ ４６ ６８ ７４ ２０３ ８７ １９ ４３ ９

临床医学 ３７５ １８７ ２９９ ２２７ １００ １０８ ６０ ７２ ３６ ４４ １４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１５１ ８６ ９６ ９１ ２７ ５４ ２２ ４９ １５ １０ ５

地球科学 ４２３ １１２ ４９ ６４ ８８ １５ ５４ ３０ ５９ ９ ２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１１７ ４３ ９２ ７８ ２６ ３５ １８ ２６ ６ ９ ４
植物与动物科学 ２８４ ７８ ８７ ７９ ８１ ７０ ４８ ２５ １８ １２ １２
环境／生态学 ２９５ ９８ ８７ １０３ ４３ ７５ ４６ ２２ ３５ １１ ３
药理学和毒理学 ６０ ４４ ５１ ３２ １１ ４４ １５ ２１ １０ １０ １
经济与商业学 ３９ １１ ３５ ９ １０ １１ ４ １８ ２ ３ ０
一般社会科学 １５３ ３６ ５０ ３８ ３６ ２５ １１ １４ ４ ６ ０
农业科学 １０７ １１３ １５ ９４ ３１ ５５ １８ １２ ３９ ６ ４

神经科学与行为 ５２ １４ ４０ １３ １０ １４ ６ ７ ３ １５ １
精神病学／心理学 ２８ ５ １０ ８ ２ ４ ５ ５ ０ １ １

免疫学 ３６ ８ １８ １６ ６ １１ １ ４ １ ５ １
微生物学 ４４ ６ １４ ２４ １７ １６ ５ １ １ ２ １
空间科学 ７２ １５ ２３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多学科 ９ ４ ５ ４ ３ ４ ０ ０ ３ １ １

１）加粗的为各省市高被引数量排名前５的学科。

图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主要省市国际合作论文情况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从国际合作论文整体影响力（图１１）来看，除

四川与广西外，其他９个省市国际合作论文引文

影响力均高于全国水平。北京、上海、湖北和重

庆表现突出。

３　研究局限性

研究采用了较多的定量数据，然而，当前急

功近利、浮躁、娱乐化的价值取向等研究外部环

境，以及经费分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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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主要省市国际合作论文被

引情况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ｕｒ

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条件、鼓励争鸣挑战权威的氛围等研究内部环境

都是影响基础研究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缺乏对

于基础研究内外部环境的定性分析，考虑到在省

域层面上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较性，仅选用了

机构、人才、经费、成果产出等指标进行分析和比

较，使得评价体系不够完整。

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的地域特点和不可或缺

的属性，例如西部地区拥有其独特的地理属性，

在研究冰川、山地、沙漠、高原等学科时，必须在

特定的地区开展，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基础研

究学科。本研究在对省域进行基础研究分析时，

仅进行了简单的、宏观的横向比较，并未对地域

特点及其特色学科的基础研究情况进行深入分

析。由于化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材料学科、物

理学等学科论文数据量庞大，宏观比较时，各省

市学科分布一致，并未能很好地突出部分省市具

有地域特色的学科优势。

在对各省基础研究成果产出进行分析时，采

用了科研论文作为二级指标来反映其成果产出、

影响力以及国际合作情况。但是科研论文中，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无清晰的界限来明确划分，

本研究利用科研论文整体来反映基础研究现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利用科研论文来分析

基础研究与当前科技部提出的改进科技评价体

系，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有所冲

突。因此，本研究仅能作为对各省市过去基础研

究情况的客观反映和参考，而不应作为未来评价

体系的反映和参考。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从整体情况来看，基础研究区域差异明

显，在科研单元、经费、人才上均存在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均衡现象，呈现出东部优于中部优于西

部的态势。从科研体系基础来看，北京、上海、江

苏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数量上领跑全国。从科研人力资源

来看，东部省市 Ｒ＆Ｄ人员排名较西部省市更靠

前，广东、江苏两省优势突出；在博士人员占Ｒ＆Ｄ

人员比例上，北京和上海以１８．９％和１０．９％领先

全国主要省市；在院士数量上，北京具有压倒性

优势；在高层次人才上，北京展现出强大的人才

虹吸效应，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对于高层次人

才也有较强的吸引力。从科研经费投入来看，各

省市总体研究经费稳步上升，北京、上海的经费

投入强度与其他省市拉开巨大差距，在基础研究

投入金额上，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排名前

五。从科研论文产出来看，北京、江苏、上海发文

数量排名前三，论文影响力方面西部劣势明显。

从科研国际合作来看，无论是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还是影响力，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均优于其他

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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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部分中西部省份表现出较高的基础研究

效率，呈现出追赶势头，但仍未充分发挥其良好

的科研体系基础优势。部分中西部省份在科研

基础相对较弱、经费投入及强度相对较低、科研

人员资源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其基础研究科研产

出及影响力依然能够与东部省份相提并论或差

距较小。如四川、湖北近几年在 ＥＳＩ高被引科学

家方面加速涌现，湖北高被引论文数量与广东接

近，超过北京、江苏和上海。湖北、重庆的国际合

作论文影响力与北京上海接近，超过江苏和广

东。尽管在少量指标上，部分中西部省市呈现出

追赶势头，然而在整体上，中西部省市尚未充分

发挥其良好的科研体系基础优势。如陕西、四川

的双一流高校和双一流学科高校数量高于广东、

浙江，但是在科研论文产出，国际合作、论文影响

力等方面并无优势，其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也不

及东部省市。广西、四川、陕西的基础研究经费

占Ｒ＆Ｄ研究经费的比例仅次于北京、上海，但其

实际产出与影响力并未与其基础研究占比强度

相匹配。

３）各省市基础研究政策环境侧重不同，东部

沿海省市在政策制定上具有较强操作性。如广

东出台的《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

意见》，对２０２２年要达到的目标进行了明确量化，

并在基础研究长周期稳定支持、纳入人力资源成

本费、取消过程考核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方面，

提出了具体且可操作的执行标准。江苏先后出

台“科技创新４０条”“科技改革３０条”等政策，针

对科研体制机制问题，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实施措

施。从整体看，东部沿海省市在政策制定方面敢

于创新，目标明确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内容方

面，东部沿海省市政策着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主

观能动性，从而达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目的。

在当前省域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灵活、

宽松的基础研究创新环境逐渐成为各省市推动

基础研究发展的软实力。

４）基础研究的学科分布在省域之间同质化

明显，区域特色不够突出。从科研论文的学科布

局看，除山东排名第五的学科为生物学与生物化

学外，其余省市布局前五的学科均为化学、工程

科学、临床医学、材料学科、物理学。虽然在 ＥＳＩ

学科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部分省市体现出了学科

特色，但是省域整体学科差异化优势并不明显，

大部分省市并未形成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

５）国际合作能大幅提升省域基础研究影响

力，但大部分中西部省市仍需进一步加强国际合

作。通过对比各主要省市所有论文与国际合作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发现，国际合作能够大幅提

升研究的影响力。各省市也高度重视国际合作，

但从目前开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湖

北、江苏国际合作论文占比及影响力均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而大部分中西部省市的国际合作论

文占比仍有待提升。

４．２　建议

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创新基础研究投

入方式。财力雄厚的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广

东等，应加大对基础的投入强度，通过地方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基金、大型区域创新中

心，设立基础研究专项基金、税收杠杆激励措施

等方式，推动省直层面、地市层面、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法人组织共同资助基础研究。此外，建议参

考部分东部省份已经开展的经费与项目管理办

法，创新基础研究经费与项目管理制度，大幅增

加稳定性经费支持比例，加长基础研究项目实施

周期，最大程度减少基础研究项目过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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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大胆创

新，制定目标明确，操作可行的政策措施推进基

础研究发展。各省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找准当

前阻碍基础研究发展的主要问题，制订具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措施方案。尝试制定对政策实施

效果进行追踪考核的机制，确保政策落地。中西

部省市更应通过制定积极、正向、公平、宽容的创

新政策环境，增强省域基础研究发展软实力，从

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主

观能动性，提高基础研究效率，弱化区域性竞争

带来的不平衡影响。

３）充分发挥省域特色优势，培养差异化特色

学科。在相同学科上，省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合

作，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导向，集中力量聚

焦重大需求。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协议的签订、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都体现了区

域协同创新的趋势。另一方面，各省市应充分梳

理自身基础研究现状特点，形成产业目标导向的

基础研究问题库，结合本省市资源与区位优势，

鼓励自由探索，充分挖掘、培育特色学科。

４）积极参加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对接一流研究机构，积极谋划中外联合实验室，

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鼓励北京、上海等基础

研究综合能力强的省市，在国际合作中从“参与

方”走向“主导者”，积极牵头组织大型国际项目。

中西部省市应加强全球战略眼光，积极对接国际

一流研究机构，形成有效的国际科研合作与互

动，此外，还应抓住“一带一路”等机遇，大幅提高

国际科研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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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Ｘｉｎｈｕ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ｈｉｖｅｍｅｎｔｓ［Ｄ］．Ｘ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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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卫生物经济的战略要点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联合发布《保卫生物经济２０２０》报告，对
美国生物经济进行定义和现状评估，并提出了保卫美国生物经济的战略要点：

构筑美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制定相应战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应设立一个全政府范围的

战略协调机构，负责保障和实现美国生物经济的潜力。应制定、采纳并定期更新一项在线战略，以维持和促

进美国生物经济。

资助和扶持生物经济研究型企业：美国政府应优先投资基础生物科学、工程学、计算和信息科学等驱动

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此外，培育支持这些研究领域的各层次人才应是未来公共投资的最优先事项。

建设和维持一支技能熟练的人才队伍：政府应继续支持相关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世界各地能够为美国生

物经济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为降低美国研究机构中外国研究人员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美国安全机构

应联合科学和职能机构，并通过与公认的科学界领袖的持续沟通来制定相关政策。

应对知识产权挑战：政策制定者将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开放的益处，另一方

面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免受由于某些国家不公平地利用科学开放而造成的侵害。

保护价值链，严审外资：美国政府应当召集有可能获得相关机密信息的科学和经济机构的代表，请他们

提供专业知识，以便①确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且必须确保获取的生物经济全球价值链的各个方面；②协
助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评估美国生物经济相关的外国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优先考虑网络安全和信息共享问题：国家科学基金机构应投资于相关数据库的现代化发展、管理和完整

性维护。生物经济利益攸关方应争取成为一个或多个相关信息共享、分析中心或组织的成员，或考虑为生物

经济成员建立一个以部门为基础的新的信息共享组织。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应召集

生物经济利益相关者，建立对网络威胁共享信息相关模式的认识。同时应考虑是否需要一个专门存储库来

存储和维护与生物经济相关的关键开源软件、算法组件和数据集。

国际参与机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实体组织，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合作，美国

政府应与全球生物经济组成部分的其他国家合作，促进交流与协作。这种国际合作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增

长；在尊重国际法、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框架内强化治理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丁陈君（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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