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科技合作列车装上大“引擎”
——中国与欧洲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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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辆装上了大功率“引擎”的
科技合作列车。

2018年2月，中德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定签订40周年暨第五届中德创新大会召
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给大会发来的贺
信中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正深刻改变着人类
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德科技创新合作开
创了大国科技合作的先例，为两国务实合
作装上了大功率“引擎”。

这是一个科技合作的“黄金时代”。
同样是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时强调，
中英双方应顺应时代的潮流，结合两国各
自发展阶段的合作需求，赋予中英关系新
的时代内涵，共同打造“黄金时代”增强
版。这为中英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
一个新的机遇。

这是一个“敢为人先”的科技合作案
例。

今年5月，中法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
签署 40 周年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建所
13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回望中法40年的
科技合作之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杰
说，中法合作历来“敢为人先”。

中德芬合作的特定农村环境中儿童期哮喘保护性免疫调节机制的多中

心研究，堪称科技惠及民生的典范。

过敏性哮喘，是儿童哮喘最常见的临床表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儿

童生活环境及饮食面临巨大的改变，我国过敏性哮喘的发病率已显著上

升。而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农场环境暴露的儿童哮喘发

病率低，其机制涉及环境暴露对儿童免疫的调节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含香港合作者）、德国及芬兰的过敏专家，联合开展特定农村环境暴露对儿

童免疫的调节机制研究，希望明确中国农村环境下的保护性因子及作用机

制，为过敏性哮喘的预防奠定基础。

本项目发现，有农业耕种背景的农村儿童哮喘患病率低，生命早期暴露

于农业种植环境以及高水平内毒素有可能保护中国儿童避免哮喘疾病发

生；城乡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未发现有显著不同，但是城乡哮喘发病率存在

差异。在校学生的饮食模式因疾病和农村城市化而发生改变。较高的蔬菜

摄入量和较低的牛奶摄入量可能对预防哮喘有一定的作用。

本项目在 2011年通过初审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

与交流项目资助，三国的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幼年免疫系统因

生长环境差异而产生过敏免疫保护的认识，为过敏性疾病的预防策略提供

出了依据和基础。

中芬德合力向儿童哮喘“亮剑”

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效世所瞩目，为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注入强大活力。而从技

术的“引进来”到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中德科

技创新合作见证了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

这其中的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典范，是中德

电动车关键总成技术及可持续商业化推广和示

范项目。在科技部统领下，由同济大学牵头，集

合国内 4 所主要电动汽车高校科研院所和关键

零配件企业的研发实力，通过与德国主要汽车

制造商及重点大学科研院所缔结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在电动汽车领域内进行联合开发。通过

项目的实施以及深层次的技术合作研究与交

流，德方先进的技术为我国电动汽车技术的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带动了我国电动汽车技术的

进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发挥了促

进作用。

人文学科方面的佼佼者，是 1990 年美茵茨

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投资在陕西省建立的

一座现代化的文物保护实验室——这是 20世纪

中国第一座中外合作建成的文物保护修复实验

室。自投入使用以来，已成功修复了法门寺出

土的高等级金属器物、纺织品；汉代茂陵丛葬坑

出土文物；陕西百子村东汉壁画；秦始皇帝陵

K0007 号坑青铜水禽；唐李倕墓出土珍贵文物

等上千件。卓越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专家

组的高度评价，被誉为“看得见、摸得着，短平快

式的项目”。

这样的例子仅是沧海一粟。40 年来，中德

科技创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已经成为国际科

技合作的典范。

见证中国创新驱动发展

在中英战略伙伴的框架下，中英两国科

技 合 作 朝 着 平 等 、互 利 互 惠 的 方 向 发 展 。

中 英 近 年 来 执 行 了 许 多 重 大 科 技 合 作 计 划

和项目。

这其中备受瞩目的包括：清洁能源合作——

英国政府先后出资 1350 万英镑，在中国开展

碳捕获和封存（CCS）合 作 示 范 项 目 ，开 展 氢

能 和 燃 料 电 池 方 面 的 合 作 研 发 以 及 清 洁 化

石燃料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中英科学桥计

划——英方出资 400 万英镑，加强中英两国研

究机构合作，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加速

研究成果商业化进程；中国明天计划——意

在 促 进 中 英 两 国 研 究 机 构 和 企 业 的 相 互 了

解，共同合作技术创新。

而在科研机构方面，2009 年，英国爱丁堡

大学、北京大学和无锡市政府建立“干细胞研

究基地”，集结了来自北京大学和爱丁堡大学

的科研力量，使合作研究实体化。

复旦-丁铎尔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心则

是复旦大学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共同建立起

的，旨在研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活

动如何影响全球变化、全球气候变化下的食

品 安 全 、能 源 经 济 、社 会 影 响 等 重 大 课 题 。

2010 年 11 月，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期间，

对该项目作为中英科技合作的成功案例给予

充分肯定。

在相互借鉴中渐入佳境

回溯历史，核电曾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

的 能 源 技 术 。 但 中 法 在 核 能 领 域 的 合 作 经

过 30 多 年 历 程 ，已 建 立 起 紧 密 的 合 作 伙 伴

关系。

30 多 年 前 ，中 法 开 启 核 电 合 作 ，彼 时 中

国从核电强国法国引进技术和资金，着手建

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而 30 多年后的今天，作为中法能源领域

最大的合作项目，台山核电站有望成为全球

最早投入商业运营的第三代核电站之一。这

一过程中，中法企业从“师徒”关系走向对等

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彼此之间的长久共

赢，更是一个良性循环。

此外，中法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近年来也

令人瞩目。中法双方共同的研发合作重点有

两个：一个是 2018 年 10 月已经成功发射的中

法海洋卫星，一个是将于 2021 年发射的空间

卫星，而这两颗卫星都由中方进行发射。

在共同应对重大新生传染性疾病领域，

中 法 双 方 的 合 作 也 有 所 深 化 。 2003 年 中 国

大 面 积 暴 发 SARS 疫 情 后 ，在 法 方 的 大 力 支

持下，中国在湖北武汉开始建设全国首个也

是 唯 一 的 生 物 安 全 防 护 最 高 安 全 等 级 的 P4

实验室。

中法科技合作，其实一直都是中法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外各国科技合作中

起到引领作用。40 年来，这一脚步未曾停止，

这一合作也正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打造长久共赢合作关系
2018年 10月 29日 8时 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星。这是中法双方在航天工程领域和海洋科学

领域一次高水平的合作，体现了中法两国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的积极意愿。

中法研制的首颗卫星成功发射

图① 2017年 12月 6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与时任英国科学国务大臣乔·约
翰逊正式签署《科技创新合作备忘录》，发布了中英科技创新合作战略。

图② 在法国大力支持下，中国在武汉建设全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最高安全
等级P4实验室。 中科院供图

图③ 2013年 4月21日，中德合作的四轮独立驱动燃料电池增程式电电混合
高性能电动车——Volare舞亮相第15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图④ 1991年4月，德国美茵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投资建立的一座现代化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投入使用。图为中德专家共
同对文物进行保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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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0月 9日，中德双方签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科

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 1972年两国建交后最早

签订的政府间合作协定之一。此后，中德科技

合作联委会机制建立，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

友好合作关系。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之一，德国是欧洲大

陆主要的经济与政治体之一，拥有密集的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完整的科研体系，在基础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工业领域等方面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在科研创新领域，德国是中

国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德科研合作被称

为“黄金搭档”。

中德科技创新合作形成了完整的政府间合

作框架，科研人员往来密切，构建了广阔的合作

平台和灵活的合作机制。为推动两国重点领域

的合作，科技部和德方先后共建立了 11 个合作

平台，领域涉及创新战略与政策、青年双创、生

命科学、科技评估、电动汽车、半导体、清洁水、

未来城市、智能制造、交通轻量化、清洁能源。

科研合作的“黄金搭档”

英国是老牌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科技创新

效率居世界前列。

1978 年 11 月，英国与中国签订了两国间的

科技合作协议和议定书。1998 年 9 月，双方对

原议定书进行了修订，将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作

为今后合作的重点。第 5 次中英科技合作联委

会会议于 2008 年 4 月在伦敦举行，并确定中英

在今后两年的六个重点科技合作领域为：气候

变化、能源和环境；干细胞和传统医学现代化；

传染病防治；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创新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 1 月，英政府公布了

《英中合作框架》，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发表对华

战略文件，旨在全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英中

合作框架》前言中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

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英中两国必须合作以应对

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而 2017 年 12 月，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之际，在原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与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见证下，

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与时任英国科学国务大

臣乔·约翰逊于 2017年 12月 6日正式签署了《科

技创新合作备忘录》，发布了中英科技创新合作

战略。

这是首个中国与其他国家联合制定的双边

科技创新合作战略，标志着两国在近 40 年科技

创新合作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科技合作迈向“黄金时代”

“四十载沧桑巨变，中法科技合作从一艇小

桨起步，乘风破浪，逐渐成长为一艘巨轮，挺立

潮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杰这样形容。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和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雷蒙·巴尔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间科技合作框

架协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与西方国家签订

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启了一系列

双边重大科技创新合作。

40 年来，中法科技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

展，成果显著。中法科技合作的战略性和全球

性特征日益凸显，从而推动和强化了中法整体

关系，乃至中欧关系。

而随着中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取得重

大突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法两国

的合作也不断提升，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的格局，合作方式逐步从单向学习向合

作研发推进，合作重点也从人员交流转向联合

攻关和协同创新。中法双方在联合实验室、新

发传染病防控、高新区与竞争力集群、电动汽

车、信息技术、肠道元基因组、生态环境和国际

大科学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其中，仅联

合实验室至今已发展到 30 多个，成为中法合作

中成果最实、方式最灵活、科研人员关系最密

切的典范。

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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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芬德项目组专家实地考察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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