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

布的《2014 年全球自然指数》显示，

中国是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的领

先国家，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

第二。另显示，北京已成为全世

界发表 SCI 论文数量最多的城市

（Nature.2014 年 11 月 12 日 在 线

版）。难道中国已俨然成为科研

强国？与该结果给国人带来的喜

悦相比，质疑之声似乎更响亮。

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

由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

自然指数，旨在衡量全球两万多

科研机构在高质量论文方面的产

出情况。2014 年发布的自然指数

显示了全球多国加权分数计量，

中国被报道为“高质量科研产出

全球第二”（图 1）。然而，从数

字对比来看，中国与美国还有相

当大的差距。

《2014 年自然指数中国增刊》

数据显示，在中国城市中，北京的

自然指数最高 , 达 1329 分，其论文

篇数是上海的 2.4 倍，南京的 5 倍。

其他科研产出位于前列的城市还包

括南京、香港、长春、武汉、合肥、

杭州、广州和天津。（Nature.2014

年 12 月 17 日在线版）

北京坐拥世界上最大的研究

机构——中国科学院，加之清华大

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中国顶尖学

府的助力，使得北京成为自然指数

最大的城市。其自然指数产出值甚

至高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数值。

中国科研投入产出的效率与
发达国家有差距

据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

中 国 每 年 投 入 科 研 经 费 1 万 亿

元，而用于科研项目本身的仅占

40%，其余 60% 竟然流失在项目

之外的不知晓的某处。

国内科研者意识到当前科研

体制存在的弊病，感慨中国科研

投入产出的效率与主要发达国家

的差距。因为毕竟论文是论文，

研究是研究，真正让研究能发挥

实际作用才是正道。如 2013 年 8

月，中国学者在《科学》发文指出，

“在中国，研究与商业已脱节数

十年，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

化成了创新技术和产品。中国企

业对国内不报什么希望，只好依

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

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

是愚蠢的时代……”，处在这样

一个时代的中国科研，需要扬弃，

需要变革。唯有如此，未来之路

才能更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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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说：“中国街头的中

山装变化为巴黎时装，自行车

和人力车变换为奔驰和玛莎拉

蒂已没有什么稀罕了”。

而对于中国介入心脏病学

来讲，医疗器械的升级让人目

不暇接，在 1987 年中国还没几

个导管室，器械显得陈旧老化，

但今天已经大变样，“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就已有 16 个导管室，

2015 年将增至 25 个。”

而中国研究的满地开花，

也更让人心动。King 所到之处，

中国学者介绍的各种动物实验、

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也让他赞

叹不已。

King 认 为， 在 临 床 研 究

领域，各种综述，不管是否为

Meta 分析，在未来都会让路给

原创性研究。对于中国医生而

言，他强调，发表高质量的论文，

90% 以上取决于研究的质量，

而不足 10% 的成分在于论文的

写作。

《美国心脏病学学院杂志》（JACC）介入子刊

主编 Spencer B. King Ⅲ可谓中国人的老朋友了。他

在 1987 年就来过中国，之后便一直穿梭在中美两地。

King 在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研究：

从模仿到创新”的编者寄语。他说：“在 2014 年，

我更惊讶于中国速度。”（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4,7: 1460）

中国医生也已经意识到这

一点，“忘掉 Meta 分析吧，只

做好自己的研究”，便是一位

有见识的资深中国学者给 King

留下印象最深的话。

King 认为，数年前，中国

的研究项目还相对不成熟，但

随着逐年的沉淀和发展，中国

已不复“吴下阿蒙”。不仅一

些与主要国际组织（如牛津大

学等）合作的大规模研究周密

展开，地方性有专长的研究也

进行得如火如荼。

另外，King 也看到了在中

国开展临床研究的独特优势。

一是在中国患者从来都不少，

而之前耳闻的患者如何不愿意

参加临床试验云云，到如今似

乎也已不复存在。此外，一些

全国范围内的、较大规模的注

册研究也发展较快。

King 认为，较多患者参与

的研究，也更能明确锁定较多临

床问题。但临床研究也需要“砸

钱”，而就世界范围内，这种支

持也多来自企业赞助。他认为，

注册研究的优势，在中国或许会

随着政府对临床研究财政拨款增

多而更加扩大化。

此外，对于初步发展注册

研究的中国，他也认为，美国

国家心血管病注册研究数据库

的建立可为中国所参照。

King 非常看好中国

的心血管病研究，他也

希望中国在科学研究的

快速发展，能够刺激其

他具备较好研究能力的

国家充分投资于生物医

学研究。因为埃博拉疫

情已凸显生物医学研究

投入的不足。

让 King 感慨的是，

在 中 国 无 论 是 临 床 研

究 还 是 医 疗 设 备 的 发

展，都已正“从亦步亦

趋地模仿，逐渐转变为

创新”。

就中国医学的最新

进展，King 表示他将在

世界级顶级杂志中等待

中国更多、更高质量研

究的来临。

如果把发表科学引文

索引（SCI）论文和晋升

这一话题抛到年轻医生群

体，多会群情激昂。是啊，

医生不好做，中国的医生

尤其难做。临床研究到底

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

SCI 论文难道已变身为中

国 医 生 发 展 之 路 的“ 拦

路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项莉等在《柳叶刀》

撰文称，作为医生，承担

医学研究很必要，因为“从

事医学研究，有助于发展

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严

谨的思维”。尤其在中国，

各种疾病的海量病例，无

不值得弯下腰去潜心研

究。而这种责任，这种贡

献，对于全球都很有意义。

（Lancet. 2014, 384: 956）

另外，他们认为，在

中国，临床医生是否应该

去从事医学研究，并不是

争论的关键，而医生们也

并非不晓得从事科学研究

的重要意义。重要的是，

他们的精力、环境是否允

许去做研究。

在中国，小到一个感

冒，患者也会去三甲医院

挤来挤去，这也并非是新

鲜事物，医生也只能埋头

处理云一般密集的患者。

即使这种小恙本来完全可

以由散布在患者家门口的

社区医院处理。如此这般，

临床医生的时间和精力就

被压缩得捉襟见肘，科学

研究之类的自然也顾不过

来，SCI 论文也逐渐变得

面目可憎。

作者认为，想缓解临

床医生和临床研究以及发

表 SCI 论文的矛盾，主要

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

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流患

者，充分发挥不同级别医

院的优势，缓解三甲医院

的就医压力；二是去重新

设计一种评估医生晋升的

科学体系。

作者表示，在中国，

科学研究论文是否必须发

表在国家级期刊，或者干

脆与晋升捆绑在一起，其

合理性都值得探讨，并作

深入研究。而当前，关注

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为凤毛

麟角。要知道，唯有健康

的体系，才能襄助医生健

康地成长。

JACC 介入子刊主编放言

中国研究正走出“山寨”
▲本报记者  文韬  董杰

中国开展临床研究有独特优势

中国已不复“吴下阿蒙”

从亦步亦趋
模仿到创新

中国医生称：

有责任但没
时间做研究
▲本报记者  文韬  

中国已成为科研强国？
▲本报记者   文韬   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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