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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实现特定的目的，运用

科学和技术，有组织地利用资源所进行的造物或改变事物

性状的集成性活动[1]。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到近代巴黎

的艾菲尔铁塔，从美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到中国的三

峡水利枢纽工程，人类的每一项工程实践活动，都在深刻

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拓展我们

的世界。

创刊于 2015年的Engineering期刊，致力于展望工程

前沿、促进工程进步、引领工程创新，引导全球公众关注

和支持工程事业。2022年，Engineering期刊组织开展了

第二次“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选。在世界各国工程科技

人员的广泛支持下，经过全球范围征集提名、专家评议推

荐、公众问卷调查，最终由Engineering期刊编委会和中

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项目组专家联合组成的评选委

员会审议，确定了本年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

开通，这是继GPS、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包括空间段、地面段和用

户段三部分；可以面向全球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

文通信和国际搜救服务；面向亚太地区提供星基增强、地

基增强、精密单点定位和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已成功应

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地理测绘、电力调

度、救灾减灾、气象预报、应急搜救等行业，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3]。

2. 嫦娥探月工程

2019年 1月，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成功着陆；2020年 12月，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

风暴洋北部年轻的克里普地体携带 1.73 kg月壤样品成功

返回地球，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成功实现“绕”“落”

“回”三步走的目标。嫦娥探月工程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

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在月背留下了世界探月

史上的第一行足迹，获得了首幅月球正面和背面地质剖面

图，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奥秘并开发利用月球的新

篇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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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应用

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各

国科研人员紧急开展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分别采用灭活

疫苗、核酸（mRNA或DNA）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

病毒载体疫苗及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五种技术路线同步

推进，使研发周期缩短到10~18个月，创造了人类疫苗研

发的新纪录，首次实现了mRNA疫苗大规模应用。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全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超过80亿剂

次，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发病，尤其是大幅度降低严重

病例和死亡病例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5]。

4. 猎鹰重型可回收火箭

2018年2月7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猎鹰重型”运

载火箭发射升空，两个助推器首次在着陆区成功回收。猎

鹰重型火箭通高 69.2 m，质量为 1420.8 t，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为63.8 t、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为26.7 t、火星轨道

运载能力为 16.8 t，发射阶段所有发动机提供的总推力逾

500万磅（1磅 = 0.4535924 kg），是全球现役推力最大的

运载火箭。该火箭采用芯级并联结构设计，结构强度冗余

达 40%，火箭第一级可回收再利用，大大降低运行成本，

可以为人类进入深空提供更经济、高效的运载工具[6‒7]。

5. 港珠澳大桥

2018年10月24日，连接中国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

隧工程——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跨海大桥历时

9年建成、全长 55 km；设计使用寿命为 120年，可抵御

8级地震、16级台风、30万吨撞击，以及珠江口300年一

遇的洪潮。港珠澳大桥采用“桥、岛、隧三位一体”的建

筑形式，分别由三座通航桥、一条海底隧道、四座人工

岛，以及连接桥隧、深浅水区非通航孔连续梁式桥和港-

珠-澳三地联络线组成，是目前全球已建成的跨度最大、

长度最长、沉管隧道最长的超级桥梁[8]。

6. 超大规模云服务平台

近年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

建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平台，将企业级的计算、存储、网络

等技术资源，转变为普惠性基础服务，在政府、工业、能

源、医疗、金融、交通、教育等国计民生领域得以广泛应

用。2021年，以 IaaS、PaaS和SaaS服务模式为代表的全

球云计算市场规模近3000亿美元，亚马逊、微软、阿里、

谷歌、华为成为全球主要云服务提供商。超大规模云服务

平台为产业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推进了全球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9]。

7.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2021年12月25日，美国宇航局、欧洲航天局和加拿

大航天局联合研发的红外线观测太空望远镜——詹姆斯 ·
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射升空。詹姆斯 ·韦伯太空望远镜由

18片巨大六边形子镜构成，口径为 6.5 m，质量为 6.2 t，

由数千名科学家与工程师花费20余年时间精心设计建成。

该望远镜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的功能最强大的太空望远

镜，可有效接收到 0.6~28.3 μm的光线波段，主要用于调

查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残余红外线证据，观测今天可见宇宙

的初期状态[10‒11]。

8. 新一代电动汽车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车

载电源为动力、电机驱动车轮行驶的新一代电动汽车迎来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特斯拉、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新一代

电动汽车，实现了信息通信技术与汽车的深度融合创新，

将汽车升级为软件定义的移动智能平台，具备环境感知、

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2021年，全球电动汽车销

量达到650万辆。新一代电动汽车掀起了传统汽车制造的

颠覆性变革，引领汽车产业迈向电气化、电子化、网络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新征程[12]。

9. 复兴号标准动车组

2017年6月，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研发的复兴号中

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线双向首发；2019年1月，复兴号动

车组实现全球首次时速 350 km自动驾驶。复兴号标准动

车组已经形成不同速度级、不同编组、动力集中和动力分

散的各种车型，可以满足环境复杂多样、长距离、长时

间、连续高速运行等出行需求。截至 2021年年底，复兴

号动车组累计配备1191组，安全运行13.58亿公里，运送

旅客13.7亿人次。复兴号动车组开启了高速铁路运输的新

时代[13]。

2



10. 太阳能光伏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安全可靠、无噪声、无污染、建

站经济便利等技术优势。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

转型影响，太阳能光伏发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截至 2021年年底，全球累计光伏装机已经达到 942 GW，

中国、美国和欧盟位列前三位。硅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

能电池、聚光太阳能电池等均有突破，实验室能源转换率

已达24.7%，企业级能源转换率已达17%。作为人类利用

太阳能最普遍和最有前景的技术路径，太阳能光伏发电有

望引领未来全球能源的绿色革命[14]。

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从 2021年开始评选“全

球十大工程成就”[15]。本年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评

选，基于“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原则，面向全球

遴选，注重专家评议和公众参与相结合。这次所评选出的

工程成就，代表了过去五年在世界各国已经完成并产生了

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工程创新成果。这些工程成就，有

的是单个创新主体独立完成，如猎鹰重型可回收火箭；有

的是多个创新主体同步竞争完成的，如超大规模云服务平

台、太阳能光伏发电；有的是单一国家范围内协作完成

的，如港珠澳大桥；有的是多国范围内共同协作完成的，

如詹姆斯 ·韦伯太空望远镜。这些工程成就，无论是事关

当前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创新，如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应

用，还是面向未来为人类探索地球之外天体所作出的努

力，都体现了工程技术显著创新、系统集成重大突出、经

济社会价值巨大的特点，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

望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改变，促进人类社会不断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谨向为全球十大工程成就的研究与开发、建造和运维

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致以热烈的祝贺！您们

的卓越奉献成就了伟大工程，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类进步！谨向关心和支持Engineering“全球十大工程成

就”评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工程师，以及各学科遴选

组和评选委员会的同仁们表示诚恳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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