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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是欧洲

第一辆火星车，原定于今年9月用俄

罗斯火箭发射，前往火星探索这颗红

色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的痕迹。而现

在，受俄乌冲突影响，发射计划有可

能被推迟到2028年，并改用欧洲火

箭发射。在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在

各领域极力推动与俄“脱钩”，国际科

学合作成为迅速断裂的一环。目前，

美欧与俄之间不少科研合作项目被

迫中止，这加剧了科研领域的逆全球

化趋势，使全球科技版图日益碎片

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指出，“科研脱

钩”对全球科学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

化等全球性挑战极为不利，国际科学

合作不应成为制裁的牺牲品，而应成

为各国保持交流的桥梁。

科学合作成牺牲品

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方面中

止了与俄罗斯的一系列科研合作。

在大型国际科研项目上，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取消了俄罗斯的观察员

身份，终止了其参加相关学术会议

和使用欧方大型加速器等实验设

备的资格，暂停其成员与俄罗斯和

白俄罗斯的所有合作；位于德国的

欧洲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运行方宣

布暂停与俄方的合作协议……

在太空探索领域，欧洲航天局

暂停与俄罗斯在月球任务和“火星

太空生物学”计划上的合作；德国

建造的搭载于俄罗斯卫星上的

“eROSITA”X 射线空间望远镜暂

停工作……

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与美国

太空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虽然双方

在该项目上的合作目前依然在继

续，但也面临不确定性。

在学术交流层面，英国、欧盟

等方面冻结或撤回了对俄罗斯科

研项目的资金支持；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结束了与“俄罗斯硅谷”斯科

尔科沃创新中心的合作关系……

损人害己的“双刃剑”

西方与俄“科研脱钩”对俄罗斯

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俄被排除在

许多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之外，俄科

研人员与西方科学家的互动与合作

大幅减少，西方制裁还会造成俄科

研资金短缺和科技人才流失，这些

都将对俄科技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但西方科学界也遭受重大损

失。西班牙《国家报》网站一篇文章

分析指出，俄乌冲突正在引发“欧

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太空危机”。

英国媒体指出，俄罗斯和西方

科学家早已开始相互依赖对方的

专业知识，共同解决大量科技难

题。“科研脱钩”将让应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问题更加困难，还会浪费大

量时间和资源。

英国《自然》杂志刊文指出，将

俄方排除在国际项目之外是一把

“双刃剑”。“这会分裂全球研究界，并

限制学术知识的交流，而这两者都

有可能损害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科学界反对“妖魔化”

“现实是，政治在太空中已经

并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美国《财

富》杂志网站近期一篇文章这样写

道，并援引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乔

丹·比姆的话说，“我们地球上的所

有问题都会在太空复制或放大。”

对于这种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的做法，西方一些学者站出来表示

反对。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5

名科学家日前在《科学》杂志上发

表公开信说：“切断与俄罗斯科学

家的一切互动将对西方和全球的

各种利益和价值观严重不利。”公

开信作者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府学院环境科学与政策研究

教授约翰·霍尔德伦说，写这封信

是因为他们对俄科学家遭到“全面

妖魔化和孤立”深感震惊。

上千名俄科学家参与了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工作。该中心研究

和计算主管约阿希姆·姆尼希表示，

这些俄罗斯同事不应受到“惩罚”。

《自然》杂志文章指出，历史上，

国际科学合作即使在困难时期也是

交流的桥梁。接触而非孤立，更有助

于为构筑文化和社会的沟通桥梁奠

定坚实基础，从而为和平铺平道路。

科学的力量可以推动国际社会的积

极变化。 （据新华社报道）

俄乌冲突“世界冲击波”之科技篇——

西方对俄“科研脱钩”损害国际科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