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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有话说

“目前，我国已经与 156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签署了

109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参加了约200个政府间国际科技组织

和多边机制，在7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有科技外交官。”靳晓明说。

这串数字背后是层次分明、优化升级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

靳晓明介绍，自 2010年中美创新对话机制成立以来，中外创

新对话机制不断拓展，已逐步成为我国与美国、欧盟、俄罗斯、以

色列等发达国家和重要区域经济体增进互信、消减分歧、促进共

识与合作的重要依托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与非洲、东盟、南亚等

地区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科技伙伴计划，重点是与这些伙伴们在共

建联合研究机构、共建科技园区、共建数据共享平台等方面开展

务实合作。

在多边科技合作机制中，中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靳晓

明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参与并主导了包括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第四代核能论坛等多项大科学工

程和计划。“参与大科学国际科技合作，不但增强了我国的基础科

学研究能力，也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话语权和主导

权。”靳晓明说，“这使我国为解决区域和全球性重大问题做出了

突出贡献，也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科技外交格局按了“升级键”

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是“最成功的国际合作范例之

一”，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曾对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CERC）做出如此评价。

该研究中心的成功运作，得益于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重大进

展。靳晓明介绍，美国计划每年拿出 6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专项资

金跟中国进行科技合作，为与之相呼应，中国也会拨出适当资金。

有了资金做保障，2011 年到 2015 年中美通过 CERC 在清洁

煤、清洁能源汽车和建筑节能等领域顺利完成了首期合作。2014

年中美宣布支持 CERC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的二期合作，并增加

了“能源与水”作为新的合作领域。

无独有偶，为了支持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英国计划在牛顿基

金的框架下，于 2014年到 2018年 5年内共拿出 1亿英镑与中国合

作。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捷克和波兰，也已经或正在

设立对华政府间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靳晓明说，“因为过去国外跟我

们进行政府间的合作，从来没有设定过固定的资金，一年跟一年

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很多国家不但主动设立了对华政府间科技

合作专项资金，而且资金规模还有扩大的趋势。”

对华科技合作有了“钱袋子”

“‘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我国信息

技术、材料技术、健康与生物医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技

术的‘卡脖子’难题得以解决。”靳晓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通过与法国泰雷兹集团空中系统分公

司合作，设计了低空监视及气象探测多功能雷达及以其为中心的

通用航空监视管理系统，为低空空域提供了集低空空域安全监

视、整体运行管理和通用航空飞行信息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

为了提升区域的对外开放合作水平，2006 年以来，全国各地

陆续认定了一批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为

国际科技合作搭建了“戏台子”。

直升机设计制造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便是其中的亮点之一，该基地通过与国

外多家知名企业进行技术合作，解决了

直升机研制生产中许多关键技术瓶颈。

例如，与法国泰力模公司合作研发的大

型复合材料桨叶模压系统，填补了国内

大型桨叶设备制造技术的空白。

“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家级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总数达到 549 家，多层次、多

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创新平台布局基

本形成，有力促进了各地区进一步参与

全球科技创新合作。”靳晓明说。

核心技术创新有了“戏台子”

文·本报记者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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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一步登顶。”

江苏某纺织机械生产商通过与德国和瑞士相关企业进行技

术合作，不断创新，从几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变成了现在的

行业龙头。于是该企业大门口便挂出上述标语——毫不讳言其

从国际科技合作中尝到的甜头。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家纺织机械企业的成长历程只是“十二

五”期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广阔图景的一角。

3 月 8 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卫星导航中心研究员杨元喜院士表示：“要为科技部
点个大大的赞！”原来，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帮助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进入了东
盟市场，并且站稳了脚跟。

这只是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已经与 156 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
关系，签署了 109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参加了约 200 个政府间国际科技组织和多边
机制，在 7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有科技外交官。

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官网最新消息，在法国南部

马赛附近的卡达哈什，ITER 实验室建造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当中，现场每天有约 1000 人参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有更多

人参与建造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而早在去年 12 月 18 日，中

国首个采购包——TER纵场线圈（TF）导体采购包就顺利竣工。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之一，ITER 计划

是迄今我国以平等、全权伙伴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大科学工程

国际合作计划，其目标是首次建造可实现大规模聚变反应的聚变

实验堆，是人类受控核聚变研究走向实用的关键一步，备受各参

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那么，“巨无霸”ITER 的最新进展如何？其发展过程中遇到

什么问题？中国有哪些收获？就这些疑问，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

计划执行中心常务副主任罗德隆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科技日报：请您谈谈 ITER计划的最新进展？

罗德隆：国际方面，2015 年是 ITER 组织（IO）运行的第八个

预算年度。2015 年 3 月，特别理事会批准了新总干事伯纳德·比

戈的提名以及他提出的“工作计划”，主旨是合理安排进度，优化

资源，有效控制成本，推进项目实施。2015年 9月底，装配大厅成

功封顶，意味着 ITER计划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国内方面，中国政府于2003年1月决定正式参加ITER计划谈

判，是参与这个计划的七方成员之一，承担了ITER装置约8%的采

购包。2013年6月，中国制造的极向场铜基导体提前3天抵达ITER

总部，是交付到ITER场址的首件大型部件。中方是ITER装置导

体承担六方中唯一做到导体试验样品全部一次性通过国际验证的

国家，已完全实现超导磁体相关技术的国产化。截止到2015年底，

中方已经完成了5个合同的验收，部件交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仅

2015年，中方已完成21根导体和347项电源部件的交付。

科技日报：ITER接下来的计划与最终目标是什么？

罗德隆：接下来的计划是完成项目进度独立评估报告，提交给

今年6月举行的ITER组织第十八届理事会审议，批准关于包括项目

长期进度、成本预估和人力资源配置计划等一揽子提案，尽快挽回延

误的工程进度，加快推进ITER计划建造阶段各项任务的实施。

ITER的最终目标是建造、运行一个可持续燃烧的托卡马克型

聚变实验堆，以验证聚变反应堆的工程技术可行性，从而为建造聚

变能示范电站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必要的技术基础。如不出意

外的话，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聚变能商业化。

罗德隆：我国已完成
ITER五个合同验收

文·本报记者 刘 霞

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科技社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面临哪些

机遇？来听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陈剑怎么说。

科技日报：科技社团在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陈剑：科技社团是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与

政府渠道国际交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特别是在科技人文交流

方面，在双边关系处于困难的时候，科技社团在国际合作中的作

用会更加突出。

科技日报：在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中国的科技社团存在

哪些短板？

陈剑：科技社团最大的短板是自身的能力不足，一些科技社

团缺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意愿、能力和经验。

科技日报：您认为应该通过哪些措施弥补这些短板？

陈剑：可以说，当前科技社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迎来了极好

的机遇。首先，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规划，正在构

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给科技社团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供了

广阔舞台；其次，目前我国正在深入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未来科技

社团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将被赋予更多的职责和功能。机遇

明显摆在面前，科技社团要有紧迫感、责任感，更加积极地到国际

上汲取创新资源，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在

实战中学习，在实战中提高，在实战中创新。

陈剑：科技社团
应提升自身能力避免短板

文·本报记者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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