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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考察正在

执行第三十一次南极科考任务途中的中国“雪

龙”号科考船时指出：“南极科学考察意义重

大，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我国一直高度重

视极地大洋科学考察工作，认识、保护和利用

深海极地的能力不断增强。“发展海洋经济，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

的二十大报告，是对极地科考事业新的指引和

推动。

极地科考意义深远

人们通常把地球表面被 66°34'纬度线包

围的部分称为极地或极圈。北极和南极是地

球的极巅，它们遥相呼应，各据一方。冰天雪地

是极地的特色，寒冷干燥是那里的常态。夏季

极昼，阳光普照没有夜晚，给人以寂静，也带来

入睡的艰难；冬季极夜，长夜难明见不到太阳，

是另一番考验。尽管极地人迹罕至，那里的生

态环境却别有洞天：企鹅在南极雪地疾走，白熊

在北极冰水游泳，苍鹰在高峰之巅盘旋……神

奇的世界，迷人的景象，令人心驰神往。

极地是地球上的一块净土，是生物的基因

库和自然资源的储备地，也是气候环境演变的

航向标，航天、航空、航海和人类生存等问题无

不与极地密切相关，它把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极地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淡水资

源、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目前，人类已经在南

极发现 220多种矿产，包括煤、铁、铜、铅、锌、铝、

金、银、石墨、金刚石和石油等。极地还是科学

的殿堂、创新的源泉。许多全球性变化问题或

可从极地找到线索和答案。温室效应、气候旋

回、臭氧洞现象等重要发现，都得益于极地研究

的开展。

今天，在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强度急剧增

加的背景下，极地生态环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挑战。受大西洋暖流影响，北极气候环境比

较适于生物生存，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都

有多种多样的高等植物和动物；南极虽然是全

球最冷、风最猛烈的地方，几乎没有高等植物，

但海洋生物非常丰富，是企鹅的王国、海豹的

乐园。然而自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两极冰盖的

快速融化对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产生很大影

响。如果气候变化速率超过野生动物适应新

气候条件或迁徙的速率，物种将面临灭绝。冰

盖的快速消融不仅给野生动植物带来威胁，还

会造成全球气候改变，给人类带来严峻挑战。

此外，微塑料在两极冰雪中的发现，意味着人

类活动已经对两极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

影响。相比大型塑料，粒径小于 5 毫米的微塑

料不易清理，危害海洋生物安全，需要几百年

时间才能降解。随着全球人口超过 80 亿大关，

人类活动对两极地区的影响必然越来越大，极

地科学考察研究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中国极地科考取得显著进展

极地有如一个天然实验室，极地考察能力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持续深入地开展

极地科考，离不开强大的国力支撑。我国是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极地独立开展科考工作

并建立科考站、持续进行科学观测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极地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 1984 年国务院批准组成我国首次南极

考察队至今，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已 39 次赴南

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我国相继在南极建成

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其中，昆

仑站建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 A 附近，海

拔 4087 米，是目前南极海拔最高的考察站。今

年，还将在西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建立新

的考察站。届时，中国南极科考站数量将在

建立科考站的 31 个国家中位居第五。与此同

时，我国对北极的考察也在持续推进。 2004
年，我国第一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在斯匹次卑

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2018 年，在冰岛建

成中国—冰岛联合极光观测台（后更名为中冰

北极科学考察站）。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极地

考察船已在北极东北航道通行 56 个航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起日趋完善的极

地立体监测体系。在海上，我们有“向阳红”

号、“极地”号、“雪龙”号、“雪龙 2”号考察船。

2019 年，“雪龙 2”号和“雪龙”号共同执行南极

科考任务，首次实现“双龙探极”；2021 年，我国

首次利用自主水下机器人“探索 4500”在北极

高纬度地区成功开展近海底科考，获取了宝贵

的数据资料，为北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科学支

撑。在空中，2015 年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

“雪鹰 601”在南极成功试飞，从此加入极地科

考队伍中来。

目前，我国极地科考调查了南北极陆地和

海洋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演变，研究了南北极地

质背景，绘制了南极内部陆地第一张地形图，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南北极拥有的能源和资

源信息。在一次南极科考中，我们发现在这个

冰雪世界里依然有十分活跃的火山活动。我

国长城站所在的南设得兰群岛，由乔治王岛、

纳尔逊岛等岛屿和岛礁组成。我们科考后发

现其中的一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岛

上的辽阔港湾就是火山口，火山口附近有着丰

富的温泉资源，其火山岩形成于晚侏罗纪，结

束于古近纪。截至 2016 年，我国在南极收集的

陨石达 12665 块，拥有量居世界第三位，对研究

地球及其他天体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来自两极科考的研究成果除了本身的科

研意义外，还为我国社会发展、维护海洋权益

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国际上对极地的研究也在不断

推进。比如，有的国家已在南极和北极都获取

了深度 3000 米以上的冰芯用于气候变化研究，

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2022 年，我国也

成功在青藏高原不同海拔高度同时段获取冰

芯样品，以期破解气候环境变化的密码。瞩目

未来，相信随着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发展，通过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加快学科建设等途径，我

们必将实现极地研究的更大发展。

天外有天，地外有地。上天、入地、登极、

下海，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极致挑战，是智

慧和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

接反映。期待我们在极地科考中展现更大作

为，为开辟地球更美好的未来、为人类创造更

幸福的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图①：南极风光。 莫 琳摄（影像中国）

图②：在南极拍摄到的企鹅。 刘嘉麒摄

图③：2022 年 10 月 26 日，中国第三十九次

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 2”号极地科学考察

船出征。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供图（新华

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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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科考 造福人类
刘嘉麒

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5 日下午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任何

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

造业。”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 ”“ 推 动 制 造 业 高 端

化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发

展”。《中国制造：民族复

兴的澎湃力量》一书正

是在书写中国制造崛起

和转型的不凡历程中，

展 望 中 国 制 造 强 国 梦

的美好未来。

本 书 史 料 翔 实 ，坚

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

话”的原则，通过大量数

据、图片、表格与国内外

经典案例，直观展现不

同历史时期我国制造业

的发展情况。作者采访

了一批企业家、科研人

员、产业工人等，同时对

中外研究文献和研究成

果 进 行 梳 理 、辨 析 、消

化，在此基础上还原中

国制造背后的历程与故

事，阐释中国制造业发

展的关键问题。

本书采用史论结合

的写作方法，注重从历

史、社会、经济、文化等

不同角度，深入中国制

造 业 复 兴 这 一 重 大 主

题。上篇“中国制造复

兴之路”以史为主，论从

史出，回顾中国制造业

的历史，从中总结中国

工业化历程各阶段发展

经验，洞察剖析中国制

造业做大做强的实现路

径，展现大国工业崛起

的荣光。下篇“中国制

造 能 力 修 炼 ”以 论 为

主，佐以史实，从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人力结构和民

族工业文化等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制造演进的诸多

因素。

中国制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

点，体现出强大的生命韧性和适应柔性。本书不但讲

述了中国制造如何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获得成功，还阐

释了中国制造将继续砥砺前行的力量所在。作者呼吁

抓住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在创新驱动战略引

领下不断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步伐，让中国制造成为

构筑中国力量、创造中国价值的精彩样本。书中还将

中国制造置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进行观察和分

析，比较不同时期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形势和制造

业发展情况，认识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定位及其

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力求在比较视野中讲好

中国制造故事。

作为产业领域的媒体人，本书作者曾纯带着讲好

中国故事的使命感，前前后后用 6 年时间打磨书稿。

作者追求理论性与通俗性兼具，努力做到语言通俗易

懂、史料生动翔实、评论富于洞见。中国制造业发展是

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们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本

书在追溯中国制造复兴之路的同时，若是能结合不同

历史时期中国制造建设者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

事迹，或可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也能进一步深

化读者对中国制造精神内核的认识。

历史表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盛的现代

国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

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步

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制造大有可为也

必将大有作为；中国制造的奋进故事期待更多人去发

掘、去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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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票

房增长持续领先，产业发展活力澎湃。实现从

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跃升，除了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还需要理论和研究的同步推进。“北京

电影学院学者文库”丛书，就体现了电影理论体

系建设的学术成果。该丛书第一辑共计 10 卷，

集结了谢飞、郑洞天、陈山、王志敏、杨远婴、张

会军、侯光明、孙立军、胡智锋、王海洲等北京电

影学院学者的自选文集，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

观照中国电影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丛书紧密联系电影发展实践，聚焦电影

创作、电影教育、电影研究领域重要课题，也

涉及学科建设、电影批评、影视人才培养等热

点话题。《影史新探：陈山自选集》围绕中国电

影史研究的观念、方法与理论突破展开探讨，

梳理百年中国电影的历史演进。《脉络的读解：

张会军自选集》着重从高校电影专业学科建

设、艺术教育状况等角度入手，在教学、研究与

创 作 的 互 动 中 思 考 我 国 电 影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理念与路径：胡智锋自选集》以世界影视

版图为背景，系统探讨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的本

土化路径。

丛书围绕建设电影强国目标，探讨如何贯

通中国电影国内外发展空间，彰显中国电影的

文化身份和民族特色。《拾光影记：侯光明自选

集》以“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研究为枢纽，从电

影本体与形态、创作与生产、传播与接受、产业

与发展等维度进行系统建构。《技艺与道术：孙

立军自选集》凝结了作者对中国动画产业现状

和未来发展的思考。《理性之河：王海洲自选

集》涉及对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讨论。基于中

国电影发展实践和文化传统，当代电影理论工

作者不断提炼新理念新方法，从不同角度回应

时代课题，积极构建电影学术话语体系。

丛书作者长期耕耘在影视教育一线，教书

育人、学术研究、艺术实践在他们身上融为一

体。《电影行知录：郑洞天自选集》收录作者在

电影创作、电影理论和电影评论方面的著述，

及其对中外电影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叙旧与

尝新：谢飞自选集》是作者从影、从教 50 余年

来在影视创作、电影教育方面的经验结晶。阅

读这些文集，既能从中洞悉中国电影的全景与

特色，也能透过文字领略电影学者的师德师风

和深厚学养。正是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薪火相

传，中国电影事业与电影理论建设方能不断续

写华章。

丛书体例灵活，理论文章、创作手记、访谈

录等各有特色、视角多元，写作风格兼顾不同

读者群。《面向电影的我思：王志敏自选集》从

媒介、文化、艺术、美学、哲学等层面论述电影，

对谢晋、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电影作品进

行深度剖析。《季风吹拂：杨远婴自选集》对电

影史、电影理论、电影人进行独到评析，展现出

敏锐洞察和现实关怀。相信丛书的丰富内容

既适合电影研究者、专业创作者参阅学习，也

能激发电影爱好者的阅读兴趣，为人们的文化

生活提供有益滋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在薪火相传中推进电影研究
顾亚奇

极地是生物的基因库和
自然资源的储备地，是气候环
境演变的航向标，也是科学的
殿堂、创新的源泉。

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的能够在极地独立开展科考
工作并建立科考站、持续进行
科学观测的国家之一，在国际
极地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核心阅读

推荐读物

《南极寻梦》：孙立广著；浙江教育出版

社出版。

《亲近地球之巅》：高登义著；民族出版

社出版。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
制造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中国
制造的奋进故事期待更多人去发掘、
去讲述。

《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王蒙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作者近 90 年的人生阅历为基

础，用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语言解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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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学者文库”丛书：胡智锋主编，

谢飞、郑洞天等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①

②②

③③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孟扬主编；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书将古典诗词赏析、文化背景普及

与山水游记写作等有机结合，带领读者多

角度感受诗词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