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两国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适应不断发

展的两国关系的需要，中俄双方逐渐由短期的、小规模的一般交流转

向实施中长期、大型科技项目合作。

2012 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俄罗斯联邦

教育科学部关于在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开展共同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决定在纳米技术和材料、生命科学、能源和节能、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开展实质性大项目合作。同

年，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在莫斯科签

署合作协议，在科技企业孵化、高新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中俄总理共同见证下,科技部、中科院与俄教

育科学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签署了《关于在重离子超导同步加

速器框架下合作前景的议定书》，中俄首次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开

展合作。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中俄元首见证下，科技部与俄纳米公司签署

了《关于深化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支持关于建立中俄联

合创新直接投资基金的倡议，在共同举办青年创新创业活动方面加强

合作，共同推动中俄科技研发项目的实施，加强在技术转移、人才交流

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俄两国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之间的合作。

2016 年 6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俄罗斯联邦经

济发展部关于在创新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莫斯科签署，中

俄创新对话机制正式启动。

中俄进入大项目合作新阶段

为古丝绸之路注入科技新内涵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绘科技创新合作宏大蓝图

本报记者 刘 霞

大事记

1992年 12月 18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访

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

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双方在北京签署，中俄科

技合作从此翻开新篇章。

1993—1996年间，中俄双方实施了 200多项

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发展

的各个领域。1998年中国建立第一家中俄科技

园——烟台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

2001 年建立了“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园”和“黑龙

江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2002 年，在莫

斯科创建了俄罗斯境内第一家中俄科技园。这

些科技园的创办为双方科研成果的转化起到了

示范和带头作用。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科技合作领域不断

拓宽，合作形式不断丰富，既保留了讲学、进修、

技术考察、种质资源和技术资料的交换等传统

形式，又发展了共同研究、联合设计、共建联合

实验室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等新形式，一些

科技合作项目产业化落地，对两国科技、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高新技术在各国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合作项

目也成为中俄科技合作的重中之重，双方在核

能、航空航天、高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十分

亮眼的成绩。比如，在航空航天领域，双方在卫

星技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等方面签署了多份

合作文件，推动载人航天、“北斗”“格洛纳斯”卫

星导航系统等全面合作。

2017 年 11 月发布的《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

定期会晤联合公报》称，双方应巩固与加强在运

载火箭及发动机、月球与深空探测、对地观测、

航天电子元器件、卫星导航、通信卫星系统、金

砖国家航天合作等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

2018年 6月 8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见证下，中俄双方签署了核领域

一揽子合作4个项目7份文件，确定在示范快堆、

田湾核电站 7/8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两台机组

和探月工程用同位素热源等重大项目上开展合

作。这是两国核能领域迄今最大的合作订单，合

同总金额超过 200亿元人民币，项目总造价超千

亿元人民币，成为中俄科技合作的又一标志性重

大成果。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中俄科技创新合作的

顶层设计也在不断加强，合作不断迈向新高度。

中俄双方全面规划了中俄创新合作平台建设，正

式启动并推进中俄创新对话机制，2017年和2018

年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成功举办了两届中俄创

新对话，目前，双方正积极推动创建中俄联合科

技创新基金，该基金将积极支持中俄两国创新主

体开展项目合作，切实推动两国科技成果的落地

转化。

在 2018 年 11 月于北京举行的中俄总理第

二十三次定期会晤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希望

双方推进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健康稳定发展，加

强在创新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应用和基础研究

领域合作。

40年来，中俄科技合作已经形成了多层次、

多渠道、全方位的格局。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成

熟、稳定、健康的中俄关系已成为推动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在当今全球经济融合的大背景下，国际科

技合作起着引领经济与贸易合作的重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与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

坦等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合作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

与这些国家的科技合作不仅为双方科技发展增

添了新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比如，中国-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院为国际

高端人才交流、国际联合研发和成果转化开辟

了创新模式，成为中乌两国科技合作典范。该

研究院自 2011 年 1 月组建以来，服务于航空航

天、核电、汽车制造、电力电子等行业领域，已形

成多个优势专业技术方向，部分技术处于世界

引领双方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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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是最早与我国签订科技合作协

定的一批国家，双方的科技合作从上个世纪

50-70 年代以交换资料、种子和苗木为主，发展

为互派考察、人员交流、举办研讨会、开展联合

研发等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涵盖农业、化

工、医药、建材、激光、冶金、新材料、航天和生物

工程等诸多领域。

比如，空间领域就是中国与波兰科技合作

的新亮点之一。2014年 8月 19日，波兰卫星“赫

维留（Heweliusz）”由中国“长征四号”乙遥二十

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这是

波兰科学院首次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合作，项

目负责人称：“我们与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很愉

快，但只有中国可以精确、准时地告知我们发射

计划，并将延迟发射的时间缩到最短，中国团队

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此外，波兰还参与了中国

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鹊桥号”、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外侧架设的天极望远镜的研制。

为进一步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共赢，2012年正

式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机

制。6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6+1合作”日

趋成熟，科技创新合作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2014年和2015年先后举办了两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技术转移研讨会；2016年以来，分别在中国南

京、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和波黑的萨拉热窝

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

会”，李克强总理为第三届大会亲致贺信，表示中

方愿同中东欧国家发挥互补优势，共育、共推、共

享创新，为“16+1合作”和中-东欧关系发展注入

新活力。“16+1合作”机制还推动成立了中国-中

东欧国家技术转移虚拟中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

与中东欧16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对接，得到了国内

和中东欧国家产学研界的广泛好评，深化了中国-

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

2018年 7月，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保加

利亚并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各方支持启动“中国-中东

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在此计划框架下，

未来继续深化研究和创新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及技术转移方面的交流，共同

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开展中

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对话，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将携手共进迈上“一带一路”建设新征程。

40 年上下求索，40 年砥砺前行。改革开放

40 年，是中国与欧亚各国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的 40年，是不断提升创新合作水平、

推动科技务实发展的 40 年，是共促共享发展成

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40年。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欧亚处表示，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推动双边政府间科技

合作联委会机制建设，完善中俄创新对话机制，

积极落实中国-中东欧、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等科

技伙伴计划，积极搭建形式多样的项目、人才对

接平台，促进中国与欧亚地区各国创新成果交

流互鉴，为构建平等合作、开放共赢的国际科技

合作新格局作出新贡献。

携手踏上“一带一路”建设新征程

近年来，中国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并推动中

国适用技术向中亚和中东欧地区走出去；亚欧博览会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

中国与亚欧等国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纽带；共建国际联合研发中心

和联合实验室工作有效推进，中国-中亚、中国-中东欧多边科技合作及技

术转移平台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走向新征程。

在此期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了中国-匈牙利技术转移中心、中

国-克罗地亚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国中车-捷克布拉格工业大学

牵引与控制技术联合研发中心、中国-保加利亚中心等长效合作平台，这些

中心和平台在促进双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中捷牵引与控制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是中国中车在海外设立的联

合研发中心之一，为中国中车聚合全球先进研发资源、推动中国中车走向欧

美高端市场及全球大市场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中匈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政府搭建平台、专业机构服务”的工作模式，推

动双方科技人才、技术、资本和产业转移转化。自 2017年在重庆成立以来，

已举办多场项目线下洽谈合作对接会，促成数十个项目成功对接，涉及食品

安全、农业等领域。

2018年 8月，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以“共商、共建、

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丝路未来”为主题，分设 5 个展区，15 个部长级论坛。

自 2011 年以来，新疆已成功举办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和两届商品贸易博

览会，累计签订内联项目超过 1 万亿元，对外经贸项目 300 亿美元。中国-

亚欧博览会已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平台，为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又增添了一抹亮彩。

科技合作助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
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日益成为全
球创新版图中的重要一员，国际合
作需求随之水涨船高。在此背景
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既是我国创
新驱动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应对
人类共同挑战的必然要求。

2018 年 11 月 5 日，由中国和
俄罗斯联合研制的 CR929 远程宽
体客机 1∶1显示样机首次亮相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C和R分别
是 中 俄 两 国 英 文 名 称 首 字 母 。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是中俄两国
科技合作最直观的展示，也是改革
开放 40年来我国与欧亚地区国家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缩影。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欧亚处相关
工作人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40
年来，中国与欧亚地区的28个国家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合作，
推动签署并具体实施的国际科技合
作协议有四十余份，为古丝绸之路
注入了更多科技内涵，为地区和国
际科技合作及共同发展贡献了新智
慧，开辟了新前景。

图① 2018年10月16日，第二届中俄创新对话在莫斯科举行。
图② 2018年10月17日—19日，中波园艺科技园区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农业科技合作高层论坛揭牌。
图③ 2016年5月6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奠基仪式举行。
图④ 2012年 9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为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生物专家嘉林娜·聂其塔伊洛女士颁发中国

政府友谊奖。
图⑤ 2012年以来，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与罗马尼亚克卢日技术大学合作研发塑性加工先进技术。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中国-俄罗斯

中国-独联体

中国-中东欧

中俄联合研制的 CR929远程宽体客机样机亮相 2018年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

（本版图片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提供）

先进水平。

此外，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共建

的中塔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成为中塔两国

科技与教育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两国在生态

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灾害监测与预警等

领域的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究中心（塔什干基地）在

乌兹别克斯坦正式落成，为中乌两国科学院围绕

中亚药物中心开展产学研多方面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宣布成立。经过

17 年深耕，正值芳华的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在

科技创新对各国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的今

天，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上合组织各

成员国合作共赢的新亮点。

2010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部长定期会

晤机制正式建立；2013 年，各方签署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翻开了上合组

织成员国科技合作的新篇章；2016年，各成员国

通过了《上合组织科技伙伴计划》，作为提高科

研效率和成果率、深挖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潜

力以及促进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指导性

文件，指明了上合组织框架下科技战略合作的

广阔前景；2018 年 10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在青岛成功举办，融通创新创业

的资源和理念，共享创新创业带来的丰硕成果，

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夯实基础。

责编 聂翠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