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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四大倡议促进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在 2024 年

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开放科学基础设

施主题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协联合国咨商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

专委会主席杨卫发布《关于开放科学

基础设施共享协作的倡议》。

当前，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

作在建设规模、政治经济、技术标准、

法律伦理等层面存在很多问题，对此，

该倡议提出 4 项行动———提升规模潜

力，共建全球网络，保障开放科学研究

环境可持续性；贯彻开放原则，统一标

准规范，打破不同基础设施、系统平台

间的技术壁垒，保障基础设施的可靠

性、安全性和先进性；共享协作模式，

推进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健康危机等全球挑战；共议监测方法，

增进互信水平，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

平和运行效率。

2023 年 8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2024—2033 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际十年》决议（以下简称“科学十

年”），开放科学在“科学十年”的推进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卫表示，该倡议

不仅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的透明度、

可重用性、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还将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球。

杨卫提到，开放科学有助于加速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科学

能帮助解决诸如粮食安全、健康、教育

等问题。然而，开放科学目前存在明显

的“数据鸿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在数据量及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存

在显著差距。

“比如，中国的科研论文占世界总

量的 25%至 30%，但仅 5%在国内期刊

发表，这意味着大量科研成果被发达

国家掌握。”杨卫说。

杨卫指出，为了缩小这一差距，需

要采取措施降低发展中国家获取科研

成果的成本，如调整出版费用结构。此

外，国际期刊出版商也认识到支持较

贫穷国家的重要性，并制订了相应的

支持计划。他还建议依据联合国标准

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以便更好地服

务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为进一步提升可分享数据质量，

杨卫提到，开放科学的核心原则包括

数据的可发现性、可访问性、可互操作

性和可重用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正

致力于改善数据分享的质量与数量，

特别是提升机器翻译能力，使非中文

使用者也能便捷获取中文科研数据”。

杨卫表示，为落实倡议内容，中国

科协联合国咨商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

专委会将尽快在中国推出示范项目。

此外，他建议进一步提升中国科技期

刊的质量、诚信度和影响力，尽快建立

开放数据基础设施，并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开放获取的转型。

“开放科学不仅是促进科学研究合

作的关键，还是实现全球公平发展的重

要途径。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

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杨卫说。

（高雅丽）

本报讯 10月 25日，在深圳举行的

首届合成细胞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

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宣布启动。此次

会议邀请了来自五大洲 15 个国家 37

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48位合成生物学

领域科学家代表，分享合成细胞领域发

展现状、前沿科学问题、技术创新，探索

潜在的国际合作机会。会议的召开标志

着合成细胞领域的研究正迈向扩大合

作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合成细胞研究涉及从生物大分子

到单细胞的多层次技术，但目前该领域

缺乏跨层次理论指导，关键技术发展也

不平衡，模块协同难度大。不仅如此，各

国针对合成细胞研究虽各有所长，但标

准不统一，急需国际协作。

此次启动的中国科学院合成细胞

国际科学计划将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

院）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科技任务布

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制化团队等

优势开展国际合作，突破合成生物学前

沿科学与技术的核心瓶颈，形成应对人

类共性挑战的合作范式。

近年来，全球各国竞相在人工合成

单细胞生命领域投入重点研发项目和

研究计划，我国紧跟步伐进行了系统化

布局。2023年 10月，深圳先进院联合亚

洲 6国发起成立合成细胞亚洲联盟，依

托合成生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亚洲

各国开展合成生物领域的合作；2024年

4月，该院又牵头 6国 25个科研机构共

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为与各洲学科联盟

开展平等对话、建立更广泛国际合作奠

定基础。

据悉，合成细胞亚洲联盟计划携手

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联盟，以开放合

作的态度，吸引更多国际科研机构和组

织加入合成细胞前沿研究行列。中国科

学院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的实施，将

聚焦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

问题，汇聚全球跨学科的优势力量，共

同推动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和生物技术

创新合作，合力应对全球挑战。

（刁雯蕙）

中国科学院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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