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全世界从科技合作中受益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地区科技创新合作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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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7月，一个“美国向外国派
出的最高规格的科技代表团”访华。

这一行 14人，包括美国政府所属
科学基金会、宇航、农业、卫生、地质、
能源、商务等部门和国务院的科学家
及高级官员。7 月 10 日上午，就在科
技代表团即将离京前，邓小平会见了
他们。

会见时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进
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与
此同时，邓小平也赞成美方提出的中
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建议。

美国科技团的这趟中国之行，后
来被认为成功打开了中美政府间科技
合作的大门。隔年1月，我国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
请访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美科技
合作协定》。这是中美恢复邦交后签
署的首个（批）政府间合作协定，也是
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基础性框架协
定。

虽然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和坎坷，
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经多次续签，
传承双边科技合作的良好传统，为改
革开放40年来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不
断夯实基石。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
美建交，是一件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大事。

四十年来，中美双方的合作模式不断丰富，联合研究、互设研发中

心、共同创建国际创新园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合作新模式推动了两

国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研发展和创新。

一个典范案例是 2009 年由两国政府共同出资支持成立的中美清洁

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对提高两国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辐射和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科研院所、企业、大学等创新主体的活力不断迸发，更加

积极地投身到中美科技创新合作中。

自 2010 年起，科技部参加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全部七

轮磋商，并参加了 2017 年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贡献了多项成果。

科技部还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稳步开展了中美青

年科技论坛、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中国青年科学家访美计划等科技

人员交流机制性活动，为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关系和民

意基础贡献正能量。

科技体制改革
为中美科技合作注入新活力

2007 年 1 月 ，中 加 两 国 签 署 政 府 间 科 技

合作协定。十余年来，通过建立科技合作联

委 会 机 制 、设 立 政 府 间 科 技 合 作 基 金 、推 动

科 研 人 员 交 流 等 方 式 ，合 作 得 到 不 断 充 实 。

双方已在能源、农业、生物、环境、民用航空、

信 息 通 讯 技 术 等 共 同 感 兴 趣 的 领 域 开 展 深

入的人文交流和务实的项目合作，通过中加

政府间科技合作基金、中加卫生健康研究合

作计划、中加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等获得

两国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

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近年

来 两 国 均 将 创 新 提 升 到 国 家 发 展 的 重 要 位

置，双方发现两国的创新发展战略有诸多契

合点，加强创新领域的交流可以为进一步推

动 务 实 合 作 营 造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 因 此 ，

2016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期间，双

方确认建立中加创新对话机制，并于 2018 年

10 月召开首届中加创新对话，围绕两国各自

创 新 战 略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建 设 、集 群 创 新 发

展、绿色经济的商业化方案等共同感兴趣的

议 题 进 行 充 分 探 讨 。 创 新 对 话 机 制 为 中 加

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使双方在研发项目合

作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与政

策交流、分享最佳实践、谋求合作共识。

对话机制为合作搭建新平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与拉美地区

重点国别陆续建立双边科技合作关系，40 年的

时间见证了中拉科技创新合作砥砺前行。迄今

为止，中国已与 15 个拉美地区国家签订了双边

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哥斯达黎加签署了科

技部门间合作协议。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建

立科技外交关系的密集时期。1978 年至 1988

年的十年间，中国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

比亚等 9 个拉美地区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期间，双方通过高层互访、人员交流

的方式为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 40 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与拉美

地区国家科技外交关系揭开新篇章，萨尔瓦

多、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新建交国家均表示愿

与我建立双边科技合作机制。中方与萨尔瓦

多和巴拿马对口部门经过多轮磋商，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和 12 月签署了《中萨政府科学、

技术和创新合作协定》《中巴政府科学、技术

和创新合作框架协定》，为元首会晤贡献了科

技领域成果，揭开了中萨、中巴科技创新合作

的序幕。

自 201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启动“一带一路”

倡议后，中拉科技创新合作热度不断攀升。2014

年 7月，习近平在中拉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主旨讲

话，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推动建立“1+3+6”的中拉合作新框

架。科技创新是框架中的“六大领域”之一，是中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 年 ，习 近 平 提 出 设 立“ 中 拉 科 技 伙

伴 计 划 ”和“ 中 拉 青 年 科 学 家 交 流 计 划 ”。

2015 年 ，根 据 习 近 平 倡 议 ，中 国 与 拉 共 体 轮

值 主 席 国 厄 瓜 多 尔 举 办 首 届“中 国 -拉 共 体

科 技 创 新 论 坛 ”，这 是 中 国 面 向 拉 美 地 区 设

立 的 最 高 级 别 科 技 创 新 领 域 论 坛 ，是“ 中

国-拉共体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阿

根 廷 、智 利 等 拉 共 体 23 国（含 未 与 我 建 交

国）的 部 长 及 代 表 参 加 论 坛 。 论 坛 上 ，中 方

宣 布 正 式 启 动“ 中 拉 科 技 伙 伴 计 划 ”和“ 中

拉 青 年 科 学 家 交 流 计 划 ”，提 出 共 建 国 家 联

合 实 验 室 、积 极 探 索 科 技 园 区 合 作 、开 展 科

技 创 新 政 策 交 流 与 合 作 等 一 系 列 具 体 举 措

建 议 ，得 到 了 拉 美 地 区 参 会 国 的 赞 赏 和 积

极响应。

在此基础上，中方通过与拉美地区相关

国 家 合 作 ，建 立 中 拉 清 洁 能 源 与 气 候 变 化

联 合 实 验 室 、中 拉 农 业 科 技 合 作 促 进 平 台 、

中 拉 果 蔬 品 种 选 育 及 安 全 生 产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等 多 个 平 台 ，支 持 科 研 机 构 、企 业 开 展 联

合 研 究 ，共 建 人 才 、技 术 、资 源 交 流 平 台 ，不

断丰富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拉美地区国家对与中国科技合作重视程度

日益提高，也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开放程度逐渐扩大，全球化

参与度持续提高。相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中国将继续丰富对拉科技创新合作内涵，为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贡献科技力量。

开辟科技合作新天地

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实力逐渐提高，中国对拉美地

区国家科技合作驶入快车道，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进入新阶段，相关领

域合作含金量日益增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与

拉美地区国家不断探索鼓励产学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深化与拉美地

区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与古巴通过开展生物医药合作，建立了抗体人源化和哺乳动物

细胞大规模培养两个技术平台，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个人源化单克隆

抗体药物，该药物 2013 年度销售额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中国-巴西地球资源卫星（CBERS）、中国-委内瑞拉通信卫星（委

星一号）、中国-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等航天科技合作成果对相关国家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革新技术方面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一些观测

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农林、水利、环境、防灾减灾领域，密切了中拉科技合

作关系。

2018 年 8 月 21 日，中国与萨尔瓦多建交。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在中萨两国外交部的统筹协调下，双方科技主管部门进行了务实高效

的沟通和紧锣密鼓的磋商，11 月 1 日，中国科技部长王志刚与萨尔瓦多

教育部长卡洛斯·坎胡拉在习近平主席和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的见证

下，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和

创新合作协定》，开启了中萨科技创新合作的新征程，也为中拉科技创

新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加入世贸组织
为中拉科技创新合作提速

1980 年 5 月，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澳两

国就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双方通过

早期交往不断增进理解，进入 2000 年后，两国

政府推动科技合作进入新阶段。

2006 年启动中澳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

截至 2017 年底双方连续执行 11 年，共 244 名

切实惠及产业与民生

图① 1979年1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视觉中国
图② 2018年9月17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与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密西根

州政府关于汽车技术和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汽车技术领域研发合作。
图③ 2016年7月1日，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图④ 2018年10月29日，科技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与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麦戈文共同主持首届中加创新对话。
图⑤ 2017年9月，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中美创新驱动发展主题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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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后，自 1980 年

起，中美两国成立科技合作联委会，目前已成

功举办 16 届。作为两国科技界最高级别的政

府间合作机制，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为规划、

指导和协调双边科技合作，推动两国科技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40 年来，中美两国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这一伞式框架下逐渐签署了 30 余个部门间协

议，在基础研究、标准制定、资源管理、地震监

控、能源开发、人员交流、政策对话等数十个领

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科技

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成果，包括正负电子对撞

机、中微子试验站、大亚湾核电站、中美核聚变

研究、人类基因组研究等大项目。其中，2012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取得了重大突破性成果，

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誉为“中微子

物理的一个里程碑”。

中美科技合作不仅促进了双方科技的发

展，也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发

展，为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

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科技合作的

深入，中美两国不断加强在科技发展战略、政

策、管理经验方面的交流，深化在科技体制机

制方面的相互了解和互学互鉴。科技部和美

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 2002 年牵头建立的

中美创新对话机制最具有代表性。该机制为

两国间的科技、经济部门及企业开启了一个全

新的双边沟通机制，使双方可就有关创新的具

体问题展开高层对话，围绕创新分享彼此最佳

实践，增信释疑，有效地化解双方在创新领域

的摩擦和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也

将 继 续 以 更 加 包 容 、开 放 、平 等 、互 惠 的 态

度 ，推 动 中 美 科 技 合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为 两 国

和世界的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为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作贡献

大事记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提供）

责编 姜 靖

两国科研人员通过该计划进行交流互访，大

大密切了两国高校院所间的交流与合作。两

国政府部门通过中澳科技合作特别基金、中

澳科学与研究基金，支持了 18 个由两国高校、

科 研 机 构 和 企 业 共 建 的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 同

时，通过科技合作联委会这一平台，充分探讨

包括能源与矿产、海洋科学、生物医药、先进

制造、天文学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发展，谋求

互惠合作。

近年来，中澳两国均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积极谋划以创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双边合

作不仅停留在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省州级政

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之间的合作交流

愈发密切，涉及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产业化

等创新链多个环节，涌现了中澳火炬创新园

等创新合作典范。为搭建推动创新合作的交

流平台，李克强总理 2017 年 3 月访问澳大利

亚期间，宣布“成立中澳创新对话机制”，为更

广泛的创新合作与战略对接搭建平台。

2003 年，中新两国重新签署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十余年来，双方主要通过支持研发项

目合作和科研人员交流，为两国科技发展与合

作提供机制性保障。双方自 2009 年起执行中

新科学家交流计划，截至 2017 年底，累计支持

126 名科研人员互访进行学术交流，切实带动

了两国有关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性合作关

系。两国政府投入经费支持食品安全、水资

源、生物医药、自然灾害防控等领域的研发项

目合作，培育出一批优秀成果，切实惠及两国

有关产业发展。

2014年，来华参加科技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组织的“中美科
技人员交流计划”的美国学生在天安门前合影。

2017年11月 3日，参加2017年度中澳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的科学家
在闭幕式上合影。

中澳·中
新

中拉

中加

中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