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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的慕课数量和

应用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上线慕课数量

超过3.4万门，学习人数达5.4亿人次。在

网课繁荣的背后隐藏的是付费刷课灰色产

业链。仅在2019年~2020年，全国范围内

购买刷课服务的学生就超过790万人，刷

课数量逾7900万科次，涉事刷课平台的下

线代理人超过10万。

瞄准重大科技需求征选题
科技部向全社会征集颠覆性

技术研发方向

本报讯 据科技部网站消息称，为提

升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方向前瞻布局能力，

加快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部办公厅

拟面向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开展

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征集工作，对于

符合条件的建议，将按程序纳入建议库，

为相关任务部署提供支撑。

此次征集工作瞄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强化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突出颠覆性技术突破性、产业变

革性，巨大市场潜力等特性，重点征集可

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生重大突破，并能

够带来产业升级换代或具有巨大市场潜

力的颠覆性技术。

本次选题征集面向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公众开放，以无纸化方式在线进行，提

交建议者需从“颠覆性技术介绍”“颠覆性

技术研究现状”“为什么是颠覆性技术”

“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颠覆影响力”“主

要应用场景与市场规模”等方面进行详细

说明。 （赵竹青）

新研究有助回收常见塑料
清华大学等机构团队研究出

将PET转化为价值更高产品

本报讯 中国团队近日在英国《自

然·通讯》期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说，他们

使用金属基催化剂将常见的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PET）塑料转化为有较高价值

的化学物质和氢燃料，有助于对这类塑料

废弃物的高效升级回收。

PET塑料在包装领域有广泛应用，如

用于饮料瓶等。随着许多地方的塑料废弃

物与日俱增，相关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消除塑料垃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将其转化

成有较高价值的产品，称为“升级回收”，然

而现有的升级回收技术并不理想。

这项研究中，来自清华大学等机构的

团队使用镍基和钴基催化剂，在室温下促

进PET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据研究

报告，经过电解和产物分离，团队将固体

塑料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固体化学物

质以及氢燃料。

团队评估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可行性，

估计升级回收1吨塑料垃圾的净收入约为

350美元。 （张家伟）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
金砖五国航天机构签署遥感

卫星数据共享合作协定

本报讯 特约记者马帅莎报道 中国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近日与巴西航天

局局长卡洛斯·莫拉、俄罗斯国家航天集

团总经理罗戈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西万和南非国家航天局局长穆萨米等金砖

国家航天机构负责人进行了视频会议，并

签署了《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

的协定》。

据悉，该星座由金砖国家现有卫星组

成，包括中国的高分六号卫星和资源三号

02星、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04星、俄罗斯老人星五系1颗星以

及印度资源卫星二号和二号A星。

位于中国三亚、巴西库亚巴、俄罗斯

莫斯科地区、印度沙德纳加尔—海得拉巴

和南非哈特比斯霍克的地面站均可获取

卫星数据。金砖国家航天机构之间建立

“遥感卫星虚拟星座”，建立数据共享机

制，将有助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

化、重大灾害和环境保护等挑战。

□ 刘 垠

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预算科

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设备费、业务

费、劳务费3个；扩大预算调剂自主

权，“买酱油的钱可以用来打醋”了；

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

达50%以上……

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再度破

冰。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后，有专家评论，该文件可作为全面

改革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风向标。

《若干意见》向社会公开发布

后，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反响强

烈。“普遍认为经过此次改革，科研

人员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更大了，科

研项目资金管理的激励力度更大

了、繁文缛节更少了，科研人员干事

创业的环境更好了、劲头更足了。”

8月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

欧文汉连用几个“更”展现了此次改

革的亮点。

管好用好科研经费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3

年~2020年，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

出达到2.3万亿元。2021年，在中央

本级支出继续负增长的情况下，通

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保障科

技支出，安排预算3227亿元，为科

技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财政科技经费的快速增

长，如何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更好激

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事

业发展愈发重要。”欧文汉说，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要求，赋予科学家更大

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

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落实扩大经费

使用自主权政策，努力消除科研人

员不合理负担。

为此，《若干意见》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

理自主权、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

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7个

方面，提出25条改革政策，有的放

矢、精准发力，及时回应科技界关切。

四个“扩大”
赋予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

台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

措施，给科研人员“松绑”，但仍存在

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等问题。

“科研工作与有计划的生产、建

设不同，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

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科研经费

使用，也不能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

工程预算的方法来管理。”欧文汉坦

言，只有充分尊重科研规律，给予科

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

自主权，才能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

科研成果。

正因如此，《若干意见》坚持遵循

科研活动规律，本着能放则放、应放

尽放的原则，围绕四个“扩大”，赋予

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预算

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设备费、业务

费、劳务费3个。”欧文汉解释说，今

后科研人员申报项目预算时，不用

再编制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

科目预算；同时，精简费用测算说

明，除了50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其他

费用只需提供基本测算说明。

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则分为两

类情况：一类是设备费调增权，以前

由项目管理部门审批，现在要下放

到项目承担单位；另一类是除设备

费外的其他费用调剂权，全部由项

目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负责人。

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同样令人

关注。近年来，财政部会同相关部

门，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等方面探索实行经费使用

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项目负

责人可自主决定经费使用。

“从实际情况看，实施效果很

好。”欧文汉说，《若干意见》进一步

扩大实施范围，不仅在人才类和基

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经费包干

制，还将经费包干制从项目层面扩

大到科研机构层面。

《若干意见》还特别提到，扩大

结余资金留用自主权，取消了此前

结余资金只有两年的使用期限，明

确项目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

单位继续使用，由单位统筹安排用

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优先考虑

原项目团队科研需求。

放权减负
激励科研人员干事创业

近年来，为把科研人员从繁杂

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财政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不少政策措

施，但一些科研人员仍反映本单位

存在报销繁琐等问题。

“《若干意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经费报销中存在的难点、堵点

问题，对症下药、精准发力，从3个方

面着力减轻科研人员报销负担。”欧

文汉说，《若干意见》明确，要全面落

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确保每个项

目配有相对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

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经费报销

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

不仅如此，还要改进财务报销

管理方式，切实解决科研人员“找

票”“贴票”等问题；推进无纸化报

销，让数字信息多跑路、让科研人员

少跑腿。

一方面是放权减负；另一方面，

《若干意见》亮出了激励科研人员的

硬招实招。

针对间接费用比例偏低、激励

作用有限等问题，《若干意见》打出

“组合拳”，激励科研人员干事创业。

欧文汉指出，在经费来源方面，

做到“有钱可以发”。比如，提高间接

费用比例，500万元以下的部分，间

接费用比例从不超过 20%提高到

30%，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从不超

过13%提高到20%；对数学等纯理

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进

一步提高到不超过60%。项目承担

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

出，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

人倾斜。

与此同时，扩大从稳定支持科

研经费中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

试点单位从中科院所属部分研究所

扩大到所有中央级科研院所；加大

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等。

欧文汉强调，在经费使用范围

方面，实现“有钱应该发”。《若干意

见》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将项目聘

用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务费

科目列支，也就是说，科研项目聘用

人员的“五险一金”均可从科研经费

中列支。

“在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方面，防

止‘有钱发不出’。”欧文汉透露，中

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绩效工资水

平实行动态调整，由主管部门审批

后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备案。

“我们初步匡算，通过上述激励

措施，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

用可达50%以上，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欧文汉表示。

经费拨付提速
“松绑”监管同步推

科研经费拨付涉及环节多，拨

付进度有时较慢，存在科研人员着

急“等米下锅”的现象。

对此，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

长黄家玉说，《若干意见》从优化“三

个环节”入手，完善拨付流程，明确

拨付时限，压实拨付责任，力争实现

科研经费拨付“环环相扣”，减少在

途时间。

“第一个环节是从财政部门到

项目管理部门。在部门预算批复

前，项目管理部门就可以拿到预先

拨付的经费，确保科研活动正常推

进。”黄家玉解释说，按照预算法要

求，预算正式批准后，财政部要在20

日内批复下达科研经费。

第二个环节是从项目管理部门

到项目牵头承担单位。《若干意见》

首次提出明确的时限，要求项目管

理部门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30日

内，将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

“第三个环节是从项目牵头承

担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科研工作

往往需要多个单位合作开展，从项

目牵头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是经费

拨付的最后一环。”黄家玉说，《若干

意见》明确，项目牵头单位要根据项

目负责人意见，及时将经费拨付至

项目参与单位。

随着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不断

松绑，如何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对此，《若干意见》从监督检查

方式、监督检查责任、监督检查结果

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

机制。

欧文汉介绍，加强审计监督、财

会监督与主管部门日常监督的贯通

协调，推进监督检查数据的汇交共

享和结果互认；强化项目承担单位

法人责任，项目承担单位要动态监

管经费使用并实时预警提醒等。

“加强监管，并不等于是要束缚

科研人员的手脚。”欧文汉强调，《若

干意见》提出要探索制定相关负面清

单，明确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禁止性行

为，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和负面清单

进行检查、评审、验收、审计，对尽职

无过错的科研人员实行免责。

□ 特约记者 马帅莎 郭超凯

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

十二号航天员乘组8月20日圆满完

成中国空间站阶段第二次出舱任

务。从互拍“太空大片”到安装空间

站“回路心脏”，中国航天员再出舱

节奏把握得当，更显从容。航天员

刘伯明在完成出舱任务后甚至作

“诗”一首，网友亲切称其为“站得最

高的诗人”。

当天8时38分，航天员聂海胜

首先开启天和核心舱节点舱出舱

舱门。截至 10 时 12 分，聂海胜、

刘伯明先后成功出舱。其间，汤洪波

在舱内配合支持队友完成舱外操作。

由于出舱航天员有所调整，

航天员此前已完成了舱外航天服

尺寸调节、手套型号更换、补充舱

外航天服携带的消耗品等工作，并

进行了舱外航天服的状态确认。

此外，航天员还提前进行了在轨训

练和出舱程序演练、运动肺功能检

查、尿常规测试等，为出舱做好充

分准备。

相比首次出舱，航天员此次出

舱作业量更大、任务更重、操作更

复杂，需完成舱外热控扩展泵组安

装、舱外全景摄像机 D 抬升等

任务。

热控系统扩展泵组安装是此次

新增任务。热控系统相当于空间

站的“中央空调”，可在严酷的太空

环境中保障空间站设备正常运行，

及航天员太空生活冷暖舒适；扩展

泵组则是热控系统的核心部件，相

当于空间站的“回路心脏”。

目前，天和核心舱内已有3个相

同功能的循环泵在工作，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热控分系统副

主任设计师黄磊表示，扩展泵组就

像汽车备胎一样，一旦舱内循环泵

出现故障，扩展泵组可以随时接替

工作，保证空间站运行。

“神十二”航天员两次出舱都执

行了全景相机抬升任务，这么做是

为了什么？据了解，全景相机是空

间站的“眼睛”，主要用于观察空间

站舱外设备、机械臂运动情况和航

天员出舱活动等。发射时，全景相

机由于火箭整流罩包络限制，被安

装在核心舱舱壁上，进行位置抬升

后，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有助

于空间站运行环境观测与空间站运

行状态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航天

员还为彼此互拍了“太空大片”。在

完成扩展泵组安装、转移至下一作

业点的间隙，经地面工作人员指引，

聂海胜和刘伯明把舱外航天服上的

摄像机对准彼此，实现了一次太空

互拍。刘伯明几乎“挂”在空间站

上；聂海胜则乘坐机械臂，与蓝色的

地球合影。两名航天员还隔空互相

挥手致意。

航天员返回节点舱前，地面指

挥再次喊话，“请神舟十二号分别位

于环形扶手内侧和环形扶手外侧，

面向全景摄像机D，地面将为你们合

影留念”，为聂海胜、刘伯明留下工

作合影，汤洪波亦在舱内对着镜头

敬礼。

当天14时33分，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顺利完成此次出舱全部既

定任务，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比

原计划提前了约 1小时。有了第

一次出舱活动的经验，航天员更有

把握更为淡定，地面工作人员也通

过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了舱外作业

效率。

刘伯明之后还分享了自己的出

舱感言，“漫步太空人不老，中国航

天接力跑。”网友笑称其“诗兴大

发”，是“站得最高的诗人”。

据悉，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在

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3名航

天员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

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

繁文缛节更少 激励力度更大 创业环境更好
——财政部解读《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从互拍“太空大片”到安装空间站“回路心脏”
中国航天员再出舱亮点多

上海科技馆打造科普教育新体验上海科技馆打造科普教育新体验
今年暑假，上海科技馆陆续推出特色活动，让参观者切实感受到科学带来的乐趣，激发了众多小朋友对

科学探索的热情。图为机器人作画吸引小朋友好奇的目光。 汤彦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