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联合国大会迈出了历史性的有远

见的一步，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科学、技术和创新第一次在这一高度被明确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可持续性取决于国家是

否把科学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强他们应

对挑战的能力以及相关投资。这一承诺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核心使命相契合，是我们在庆祝联

合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对切实行动的呼吁。

我认为这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

迈向2030 年》是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向前的跳板，提供了成员国对其关心并优先考虑

的问题的宝贵见解，共享重要信息，利用科学的

力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 2030

年》全面展现了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科学的许多方

面，包括创新和灵活性趋势、大数据相关问题、

本土知识在完成全球性挑战中的贡献。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 2030

年》起，相关趋势已经明确。

第一，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研发支出

的增速一直高于全球经济，表现出强大信心，也

显示出在科学领域的投资将会在未来带来巨大收

益。此类投资大多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并由私

营部门牵头。这也展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当私

营部门资金维持或增长至较高水平时，高收入国

家削减公共开支，而低收入国家增加公共研发投

资。快速的科学收益、长期公共基本投资，以及

扩大科学研究领域的高风险研究三者间的争论变

得史无前例的重要。

第二，研究与创新领域中的南北差距逐渐缩

小。众多国家把科学、技术和创新列入国家发展

议程，以期减少本国发展对原材料的依赖，向

知识经济转变。为了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

可持续发展挑战，广泛的南北和南南合作也逐

渐增加。

第三，全球科研人员数量增加，人才流动性

增强。2007 年至 2014 年，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人

员和出版物数量增加了 20% 以上，越来越多的

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增加女性科研人员数量。与此

同时，科学家们不仅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更多文

章，也加强了与外国专家的合作著文，扩大了文

章的公共可查阅范围。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正在

努力吸引和留住科研人才，提升本国的高等教育

和科研基础设施水平，开放新设奖学金和科学签

证。私营企业在重新安置研究实验室，国外一些

大学通过建立分校招揽更多人才。

面对以上三种关于科学企业、知识、流动性

和国际合作趋势的挑战，我们必须落实政策，走

世界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需要更强的科学政策接口和创新的无限驱

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技术的扩

散，也对国家之间在科学发展领域的合作提出更

高要求。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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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科学外交”在未来的几年内面

临的关键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集中其全部

科学力量来支持各成员国，加强自身能力，分享

涵盖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及技术创新政策领域的重

要信息。

这份报告以独特的视角提供了全球科学发展

综述和趋势，是来自世界各地 50 多位专家智慧

的结晶，我相信报告中的分析将有助于明确可持

续发展道路，为世界各地更广泛的社会知识奠定

基础。

伊琳娜·博科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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