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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１０个领域分别对中国和美国在«２０１８研究前沿»１００个热点前沿和３８个新兴前

沿的科研与创新水平展开比较分析,揭示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哪些前沿处于创新卓越、创新前列和创

新行列位置,或处于创新追赶和创新空白地位,以期掌握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和优势.结果显示,中
国现阶段在７０％以上的研究前沿上已经进入了创新行列及以上水平(包括创新前列和创新卓越),

１０个领域中的７个已经处于创新行列及以上水平.但中国与美国在前沿研究上仍有较大差距,中
美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分别为１１８．３８和２２７．３９,中国约为美国的一半.中国和美国分别有５４和

１１８个前沿处于创造卓越状态,但中国创新卓越的前沿还不到美国的一半,３０％的研究前沿仍处在

创新追赶状态,在个别前沿上仍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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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科技实力持续增强,第六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期间,我国SCI论文数量仅仅排名世界第２６名.到

第十个五年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期间我国SCI论文排

名已经提高到第７名.十一五期间中国超过德国,
成为第三名.到十二五期间,中国又超过英国,成为

世界第二名,排名仅次于美国.近年来,我国国际科

技论文数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并获得了一系

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科技大国.
在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如何客观冷静地分析

判断我国当前科技发展的真实水平,直接关系到我

们对未来发展的安排和布署.事实上,“卓越科学家

在最前沿所进行的领先研究”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

科技先进水平.１９６５年文献计量学的鼻祖 Derek
J．deSollaPrice[１]将“卓越科学家在最前沿所进行

的领先研究”定义为“研究前沿”.同时他用大量的

引文分析数据描述“科学研究前沿”的文献计量学本

征,既研究前沿是由一组高被引论文和引用这些论

文的施引论文组成的,基于 Price对研究前沿的定

义,ESI数据库基于引文网络数据将一个抽象的定

性概念,转变为可以定量的数据.
基于ESI数据库的研究前沿的数据,中科院与

科睿唯安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发布«研究前沿»年度研究

报告,研判科技研究前沿发展的战略方向,敏锐抓住

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生长点.«研究前沿»年度

报告为国内外了解世界科研状态和全球卓越科学家

的最新科技趋势提供了一扇窗.

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了

«２０１８研究前沿»[２]和«２０１８研究前沿热度指数»[３]

两个报告,基于共被引聚类分析,遴选了１００个热点

前沿和３８个新兴前沿,揭示了研究领域内最新发展

的最受关注的研究焦点和重要研究成果.揭示出中

国近年来在多个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中国在

引领的研究前沿数量上位居第二,在科技研究前沿

表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两个报告的发布对战略科

学家和科技决策者了解科技发展脉络、制定科技战

略规划提供有力的事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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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世界主要国家SCI论文数排名(数据源:Incites数据库)

五年规划 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国家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美国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中国 ２６ １７ １５ １２ ７ ３ ２ ２ ２ ２

英国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３

德国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日本 ４ ４ ３ ３ ３ ５ ５ ５ ５ ５

法国 ６ ６ ５ ５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本文在

«２０１８研究前沿»和«２０１８研究前沿热度指数»两个

报告的基础上,从１０个领域分别对中国和美国在

１３８个前沿的国家前沿热度指数及其分指标上展开

比较分析,分析主要从宏观到微观就特定领域层面

到特定研究前沿层面进行,精确揭示研究活力来源.
并依据两国在核心论文以及施引论文中贡献的署名

通讯作者的论文数及排名判定国家在特定研究前沿

的主导地位,以期从重要成果产出的层面对中美科

研核心竞争力进行识别和分析,解读中国与美国的

差距和优势.

１　评价方法

«２０１８研究前沿»报告先把 ESI数据库中２１个

学科领域的１０１４３个研究前沿划分到１０个高度聚

合的大学科领域中,然后对每个大学科领域中的研

究前沿的核心论文,按照总被引频次进行排序,提取

排在前１０％的最具引文影响力的研究前沿.以此

数据为基础,再根据核心论文出版年的平均值重新

排序,找出那些“最年轻”的研究前沿.通过上述２
个步骤在每个大学科领域分别选出１０个热点前沿,
共计１００个热点前沿.因为每个学科领域具有不同

的特点和引用行为,有些学科领域中的很多研究前

沿在核心论文数和总被引频次上会相对较小,所以

从１０个大学科领域中分别遴选出的排名前１０的热

点前沿,代表各大学科领域中最具影响度的研究前

沿,但并不一定代表跨数据库(所有学科)中最大最

热的研究前沿.«２０１８研究前沿»还从研究前沿中

选取核心论文平均出版年在２０１６年６月之后的研

究前沿,按被引频次排序后选取被引频次１００以上

的研究前沿,遴选出３８个新兴前沿.通过以上两种

方法,突出显示了１０个高度聚合的大学科领域中的

１００个热点前沿和３８个新兴前沿.
我们设计了国家研究前沿热度指数等相关指

标,根据各国在１００个热点前沿和３８个新兴前沿的

表现来反映各国在世界科研前沿布局中的态势:
(１)国家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是对研究前沿有

贡献的国家的核心论文和施引论文的产出规模和影

响度的综合评估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研究前

沿热度指数＝国家贡献度＋国家影响度.
(２)国家贡献度,是一个国家对研究前沿贡献

的论文数量的相对份额,包括国家参与发表的核心

论文占前沿中所有核心论文的份额,以及施引论文

占前沿中所有施引论文的份额.
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贡献度＝国家核心论文

份额＋国家施引论文份额.
(３)国家影响度,是一个国家对研究前沿贡献

的论文被引频次的相对份额,包括国家参与发表的

核心论文的被引频次占前沿中所有核心论文的被引

频次的份额,以及施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占前沿中所

有施引论文的被引词频次的份额.具体计算方法

为:国家影响度＝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国

家施引论文被引频次份额.
(４)国家核心论文贡献度(A),即国家核心论文

份额.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核心论文份额＝国家

核心论文数/前沿核心论文总数.
(５)国家施引论文贡献度(B),即国家施引论文

份额.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施引论文份额＝国家

施引论文数/前沿施引论文总数.
(６)国家核心论文影响度(C),即国家核心论文

被引频次份额.
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

＝国家核心论文被引频次/前沿核心论文总被引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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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国家施引论文影响度(D),即国家施引论文

被引频次份额.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施引论文被

引频次份额＝国家施引论文被引频次/前沿施引论

文总被引频次.
另外,为了反映国家在研究前沿的主导地位,我

们又加入了２个指标:
(１)国家通讯作者核心论文贡献度(E),即每个

国家在某个研究前沿署名通讯作者的核心论文数量

占研究前沿核心论文数量的份额.具体计算方法

为:国家通讯作者核心论文份额＝国家通讯作者核

心论文数/前沿通讯作者核心论文数.
(２)国家通讯作者施引论文贡献度(F),即国家

施通讯作者施引论文份额.具体计算方法为:国家

通讯作者施引论文份额＝国家通讯作者施引论文/
前沿通讯作者施引论文数量.

根据国家研究前沿热度指数的数值之间的比

较,可以直观的看到中美两国的创新位势.从排名

分析测算,我们尝试定义某个国家在该前沿的创新

位势.具体方法是: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１—３
名的国家处于该前沿的创新卓越地位;研究前沿热

度指数排名第４—６名的国家处于该前沿的创新前

列地位;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７—１０名的国家

处于创新行列地位;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１０
名以后的国家处于该前沿的创新追赶地位.如果,
某国在指标E和F,甚至指标 A、B、C和 D上均没

有贡献,即研究前沿的核心论文和施引论文上均没

有产出,那 么 久 定 义 为 该 国 在 该 前 沿 处 于 空 白

状态.

２　中美在各领域的科研实力整体比较分析

２．１　各指标数值及其排名

本文从１０个领域分别展开中国和美国在«２０１８
研究前沿»１００个热点前沿和３８个新兴前沿的比较

分析,以期掌握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创新位势.
在１０个领域综合层面,美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

等９个指标均排名第一,中国则在９个指标上都稳

居第二.但是从数值上来看,中美研究前沿热度指

数分别为１１８．３８和２２７．３９,中国约为美国的一半.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贡献度分别为６９．３６和１１９．８８,

中国是美国的５７．８６％.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影响度

分别为４９．０２和１０７．５１,中国是美国的４５．６０％.
指标A、B、C、D,中国与美国的比值分别是４７．０４％、

７３．７０％、４３．５３％和５０．１６％.指标 E通讯作者核

心论文数的份额,中国是美国的５５．５４％,超过美国

的一半.指标F通讯作者施引论文数的份额,中国

是美国的８７．０５％.从以上中美９个指标的对比可

以看出,除了施引论文的数量中国与美国的比值略

高以外,其他核心论文数量和影响度,中国仅仅占美

国的一半左右.因此从综合指标上可以看出中国与

美国在研究前沿位势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分领域来看,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和数学、计

算机科学和工程学领域,中国几乎在所有指标上均

排名第１(除了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的指标 C中国

排名第２),美国均排名第２.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
中国的热度指数和指标 E相当于美国的１．２８倍和

１．１２倍.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领域这两个指

标更是达到了６．１２和１４．７７倍.由此可见,这两个

领域是中国的优势领域.
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领域及地球科学领域,中国在７个指标上均排名第

２(个别指标除外),美国均排名第１.其中,农业、植
物学和动物学领域,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为美

国的５２．６１％.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域,中国的研

究前沿热度指数为美国的８３．９８％,而地球科学领

域,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则为美国的４６．２％.
由此可见,三个领域中,中国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

域最强,地球科学领域和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

则仅仅在美国的一半左右.
生物科学领域,美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

第１,中国排名第４.国家贡献度和国家影响度也分

别排名第２和第５名.中国在指标E和指标F的排

名分别为第２名.中国在指标 A、B、C和 D上排名

也均在第２—５名之间.但从数值上来看,中国的研

究前沿热度指数仅仅为美国的２３．４４％.指标E,中
国也仅仅为美国的１６．４７％,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

然巨大.
物理学领域,美国在９个指标上均排名第１.

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３,指标 E排名第

２.其他７个指标排名也均在第２—５名之间.但从

数值上来看,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是美国的

３４．８８％,指标E是美国的３１．５６％,中国在重要成

果的产出上仅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临床医学领域,美国在９个指标上均排名第１.

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１０.从数值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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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 国 的 研 究 前 沿 热 度 指 数 仅 仅 为 美 国 的

１３４６％,不到七分之一.指标 E中国排名第４,数
值相当于美国的１３．０２％.中国的其他７个指标上

排名略有差别.指标 B即施引论文份额排名第５,
指标C核心论文被引频次份额则仅仅排名第１５,表
明在该领域有较多的研究正在跟进.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和经济学、心理学以

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在９个指标上均排名第

１,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国热度指数排名第

１８名,指标 E排名第１２名,但从份额上看,这两个

指标中国仅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５．８８％和４．７１％,特
别是指标E通讯作者核心论文数量,以中国为主导

的重要成果产出,仅仅相当于美国的５％.经济学、
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热度指数和指

标E排名第４和第３名,从份额上看,这两个指标中

国仅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３．７６％和９．８５％.

表２　十领域总体及各领域中国和美国的９项指标以及发展态势对比

领域 国家

份额 排名

热度

指数

国家

贡献度

国家

影响度
A B C D E F

热度

指数

国家

贡献度

国家

影响度
A B C D E F

十领域综合
中国 １１８．３８ ６９．３６ ４９．０２ ３３．５２３５．８４３２．１８１６．８５２８．３８３２．１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美国 ２２７．３９ １１９．８８ １０７．５１ ７１．２５４８．６３７３．９２３３．５９５１．１１３６．９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农 业、植 物

学和动物学

中国 ８．０７ ４．９１ ３．１６ ２．４３ ２．４８ ２．０３ １．１３ １．８８ ２．１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美国 １５．３３ ７．８０ ７．５４ ４．４８ ３．３２ ５．２７ ２．２７ ３．０３ ２．４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生态学和环

境科学

中国 １１．８２ ７．０３ ４．７８ ３．５６ ３．４７ ３．３１ １．４８ ３．１０ ３．１６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美国 １４．０７ ７．４１ ６．６６ ４．２２ ３．１９ ４．５２ ２．１３ ２．７４ ２．２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２

地球科学
中国 ９．９３ ６．００ ３．９２ ３．０３ ２．９８ ２．７２ １．２０ ２．３８ ２．５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美国 ２１．４９ １１．５５ ９．９４ ６．９４ ４．６１ ７．１０ ２．８４ ４．２７ ３．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临床医学
中国 ５．５８ ３．３７ ２．２１ １．５１ １．８５ １．３５ ０．８６ １．１４ １．５８ １０ ９ １３ １２ ５ １５ １２ ４ ３

美国 ４１．４４ ２１．３８ ２０．０５ １２．６０ ８．７８１２．４９ ７．５７ ８．７５ ７．１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生物科学
中国 ９．０８ ５．５７ ３．５０ ２．４６ ３．１１ ２．１７ １．３３ １．７４ ２．７２ ４ ２ ５ ４ ２ ５ ４ ２ ２

美国 ３８．７３ ２１．００ １７．７３ １２．１９ ８．８１１１．３７ ６．３６１０．５７ ７．２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化学与材料

科学

中国 ２８．６６ １６．５２ １２．１４ ７．５２ ９．０１ ７．４５ ４．６８ ７．２８ ８．５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美国 ２２．３７ １１．５４ １０．８３ ７．３１ ４．２３ ８．０２ ２．８１ ６．４７ ３．４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物理学
中国 ６．１２ ３．７３ ２．３９ 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９３ ０．４６ １．１７ １．６０ ３ ３ ４ ４ ３ ４ ５ ２ ２

美国 １７．５５ ９．７３ ７．８１ ６．０６ ３．６８ ６．３９ １．４２ ３．７２ ２．７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天文学与天

体物理学

中国 ４．２２ ２．２１ ２．０１ ０．８８ １．３３ １．０９ ０．９２ ０．２３ ０．８９ １９ １７ ２１ ２４ ６ ２４ １０ １２ ４

美国 ２６．５４ １４．２７ １２．２７ ８．９３ ５．３４ ９．３０ ２．９７ ４．９５ ３．３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数 学、计 算

机科学和工

程学

中国 ３１．５２ １７．８５ １３．６７ ９．３６ ８．４９ ９．４４ ４．２３ ８．８７ ７．９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美国 ５．１５ ２．８１ ２．３４ １．６３ １．１８ １．７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４７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经 济 学、心

理学以及其

他社会科学

中国 ３．４０ ２．１６ １．２４ ０．９３ １．２３ ０．６９ ０．５５ ０．５９ １．０５ ４ ４ ６ ４ ３ ８ ５ ３ ２

美国 ２４．７３ １２．３９ １２．３４ ６．８９ ５．４９ ７．７３ ４．６２ ６．００ ４．７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注:指标A:国家核心论文贡献度,指标B:国家施引论文贡献度,指标C:国家核心论文影响度,指标D:国家施引论文影响度,指
标E:国家通讯作者核心论文贡献度,指标F:国家通讯作者核心论文影响度.指标 A、C、E为三个核心论文指标、指标B、D、F为三个

施引论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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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创新位势

在１０个领域的１３８个前沿中,美国在１１８个前

沿(８５．５１％)处于创造卓越的位势,１１个前沿处于

创新前列,７个前沿创新行列,２个前沿创新追赶.
中国则在５４个前沿(３９．１３％)处于创新卓越位势,

１９个 前 沿 (１３．７７％)处 于 创 新 前 列,２４ 个 前 沿

(１７３９％)处于创新行列,３８个前沿(２７．５４％)创新

追赶的前沿,处于空白状态的有３个.中国创造卓

越的前沿还不到美国的一半,７０．２９％的前沿处于创

新行列及以上(包括创新前列和创新卓越).
就分领域来说,１０个领域中,中国在２个领域

处于创新卓越,５个领域处于创新行列,３个领域正

在追赶.因此总体来说,７个领域处于创新行列及

以上水平.
其中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和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工程学领域约９０％的前沿已经进入创新卓越位

势,这两个领域是中国的优势领域.
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领域,地球科学领域,生物科学领域、物理学领域,５
个领域,７０％以上的前沿进入创新行列(包括更高的

创新卓越和创新前列),那么可以说这５个领域目前

处于创新行列.一半以上的前沿进入创新前列(包
括创新卓越)状态,其中,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

域、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域,地球科学领域,３个领

域接近一半(４５．４５％)的前沿进入创新卓越状态.
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临床医

学领域和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３个领域,仅仅

有个别前沿进入创新卓越状态,多数前沿尚未进入

创新前列,仍处在创新行列或创新追赶状态,甚至个

别前沿处于空白,处于创新追赶状态的前沿比例分

别为３６．３６％,７１．４３％和７５％.相对来说经济学、
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优于其他两个

领域,４５．４５％的前沿进入创新行列.

３　讨　论

本文通过研究前沿的中美比较定量数据分析,
揭示出中国在若干研究上已经处于较高的创新位

势,现阶段在７０％以上的研究前沿上已经进入了创

新行列及以上(包括创新前列和创新卓越);美国在

绝大多数研究前沿处于较高的创新位势,且在９８％
以上的研究前沿上处于创新行列.

表３　十领域总体及各领域中国和美国的研究前沿创新位势分析

领域
研究

前沿数
国家

创新卓越前沿 创新前列前沿 创新行列前沿 创新追赶前沿 空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十领域综合 １３８ 中国 ５４ ３９．１３％ １９ １３．７７％ ２４ １７．３９％ ３８ ２７．５４％ ３
美国 １１８ ８５．５１％ １１ ７．９７％ ７ ５．０７％ ２ １．４５％ ０

１ 农业、植 物 学 和 动

物学
１１ 中国 ５ ４５．４５％ １ ９．０９％ ３ ２７．２７％ ２ １８．１８％ ０

美国 ９ ８１．８２％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２ 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１１ 中国 ５ ４５．４５％ ２ １８．１８％ １ ９．０９％ ３ ２７．２７％ ０
美国 １０ ９０．９１％ １ ９．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 地球科学 １１ 中国 ５ ４５．４５％ １ ９．０９％ ４ ３６．３６％ １ ９．０９％ ０
美国 １０ ９０．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９．０９％ ０

４ 临床医学 ２１ 中国 １ ４．７６％ ３ １４．２９％ ２ ９．５２％ １２ ５７．１４％ ３
美国 ２０ ９５．２４％ １ ４．７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 生物科学 ２０ 中国 ７ ３５．００％ ６ ３０．００％ ４ ２０．００％ ３ １５．００％ ０
美国 １８ ９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 化学与材料科学 １８ 中国 １６ ８８．８９％ １ ５．５６％ ０ ０．００％ １ ５．５６％ ０
美国 １５ ８３．３３％ １ ５．５６％ ２ １１．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 物理学 １１ 中国 ２ １８．１８％ ４ ３６．３６％ ２ １８．１８％ ３ ２７．２７％ ０
美国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 天 文 学 与 天 体 物

理学
１２ 中国 ０ ０．００％ １ ８．３３％ ２ １６．６７％ ９ ７５．００％ ０

美国 １１ ９１．６７％ ０ ０．００％ １ ８．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９ 数学、计 算 机 科 学

和工程学
１２ 中国 １１ ９１．６７％ ０ ０．００％ １ ８．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美国 ５ ４１．６７％ ４ ３３．３３％ ２ １６．６７％ １ ８．３３％ ０

１０ 经济 学、心 理 学 以

及其他社会科学
１１ 中国 ２ １８．１８％ ０ ０．００％ ５ ４５．４５％ ４ ３６．３６％ ０

美国 ９ ８１．８２％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但中国与美国在前沿研究上仍有较大差距,中
美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分别为１１８．３８和２２７．３９,中
国约为美国的一半.中国和美国分别有５４个(占前

沿总数的３９％)和１１８个(占前沿总数的８５．５％)前
沿处于创造卓越位势,中国创新卓越的前沿还不到

美国的一半,美国１２９个前沿(占前沿总数９３％)处
于创新前列,１３６个前沿(占总数９８．６％)几乎全部

处 于 创 新 行 列;中 国 在 ７３ 个 (占 前 沿 总 数 的

５２９％)研究前沿上已经进入了创新行列(包括创新

前列和创新卓越),９７个(占前沿总数７２．３％)研究

前沿进入创新前沿行列,但仍有３８个(占前沿总数

２７．５％)的研究前沿仍处在创新追赶状态,在３个别

前沿上仍为空白.
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发展并不均衡,１０个领域中,２

个领域已经进入创新卓越的状态,化学与材料科学领

域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是中国的现在和

未来的优势领域;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生态与

环境科学领域、地球科学领域、生物科学领域和物理

科学领域５个领域,中国进入了创新行列,因此总体

来说,这７个领域处于创新行列及以上水平.
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临床医

学领域和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３个领域,中国

仅仅有个别前沿进入创新卓越状态,多数前沿尚未

进入创新前列,仍处在创新行列或创新追赶状态,甚

至个别前沿处于空白.相对来说经济学、心理学以

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优于其他两个领域,约
有一半的前沿进入了创新行列,临床医学领域和天

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则有７０％以上的前沿仍处

于创新追赶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建议我国落实全面加强基础研

究政策过程中,要分类施策,分别深入分析每个学科

的整体短板和具体前沿短板.在学科上全面加强布

局,对需要填补的空白,坚决填补,不留死角;对创新

追赶类的学科和方向要查摆原因,找出弱点,强体强

基,对标猛追;对于创新前列类的学科和方向,总结

优势,持续支持,培育卓越;对于创新卓越类学科和

方向,战略聚焦,营造生态,产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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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studyofscientificresearchstrengthbetweenChinaand
theUnitedStates:ananalysisbasedon“ResearchFronts２０１８”

ZhouQiuju　　LengFuhai
(InstitutesofScienceandDevelop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

Abstract　The“ResearchFronts２０１８”reporthavingselectedanddiscussed１００hotfrontsand３８emerging
frontsin１０broadresearchareas．Basedonthefindingof“ResearchFronts２０１８”,thispaperusesthe
ResearchLeadershipIndextoassesstheresearchactivityofChinaandtheUSAandtoobservehowthat
activity,inthefaceofglobalcompetitionininnovationandtechnologicaladvancement,isdemonstratedin
theseResearchFronts．TheresultsshowthatChinahasmorethan７０％ ofResearchFrontsenteredthe
perfectlevelandabove(includingtheoutstandingandexcellentlevel),and７ofthe１０fieldshavebeenin
theperfectlevelandabove．However,thereisstillabiggapbetweenChinaandtheUSAinResearch
Fronts．theResearchLeadershipIndexofChinaandtheUSAare１１８．３８and２２７．３９respectively,and
ChinaisabouthalfofthatoftheUSA．ChinaandtheUSAhave５４and１１８ResearchFrontsinthe
excellentlevelrespectively,andthenumberofexcellentResearchFrontsofChinaislessthanhalfofthat
oftheUSA．３０％oftheResearchFrontsarestillinthelevelofcatchingup．

Keywords　Scientificresearchstrength;ResearchLeadershipIndex(RLI);ResearchFrontsOutputIndex
(RFOI);ResearchFrontsInfluenceIndex(R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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