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做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我属于这里。在中国学习和工作改变了

我，成为了我的一部分。”2014 年通过“发展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

作计划”（以下简称国际杰青计划）项目来中国工作学习的埃及科学家奥萨

马对在中国度过的时光充满怀念，他是埃及第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

在“科技伙伴计划”框架下，科技部于 2013 年启动国际杰青计划，支持

发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来我国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开

展为期半年或一年的科研工作。这一项目旨在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促进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文交流。

该计划实施以来，已支持来自缅甸、埃及、泰国、印尼、巴基斯坦、马来西

亚、尼泊尔、孟加拉、韩国、肯尼亚、蒙古等 19个国家的数百名青年科学家在

我国 20多个省市开展农业、医疗、物理、生态环境、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研究。

外籍青年科学家高度认同该计划并感谢中方资助，认为学到了在自己

国家无法学到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对回国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将起到重要

作用，对其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意义重大，并希望归国后与中方机构加强合

作。如今，奥萨马正与中国科学家对如何提高植物对盐生环境的适应能力

进行共同研究。

奥萨马们的中国情结

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
——中国与亚非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 刘 霞

大事记

“希望中国和南非科技界、产业界
的各位代表，不断弘扬中南传统友好，
积极开拓创新、密切协作，为中南科技
创新合作走出一条共赢发展之路。”
2018年 7月 24日，正在南非进行国事
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对中南科技合作提
出了殷切期望。

作为庆祝中南建交20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习近平主席与南非总统拉马福
萨在中南两国科技部长的陪同下出席
了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开幕式，并
共同参观了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
片展。图片展和对话会集中展示了中
国和南非的科技创新发展成就和中南
20年来的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并探索了
中南未来合作的方向和道路，得到了两
国元首的积极评价。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处长王
晓指出，中南科技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是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与亚非国
家深入开展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构建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所作诸多
尝试与努力的一个缩影。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利益高度交融，

科技创新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

自 1980 年两国政府签订《中日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定》并建立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联

委会机制以来，双方在联委会框架下开展了

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科技创新合作，建立了

联合资助、共建科研平台、科技人文交流等多

种合作渠道，搭建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

的合作格局。

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

在李克强总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功互访、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背景下，中日政府间

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6次会议于今年 8月在东京

召开。双方就科技创新合作的工作进展及未来

方向进行深入交流，达成若干合作共识，并签订

了《中国科技部与日本文科省关于共建联合科

研平台合作的备忘录》，进一步扩展两国科技合

作渠道，为下一步合作指明方向。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时指出：“要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

流，增进相互理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

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 国 之 交 在 于 民 相 亲 ”。 中 日 两 国 就 科

技人文交流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探索，建立

“日 中 青 少 年 科 技 交 流 计 划 ”（日 方 称“樱 花

科 技 计 划 ”）和“ 中 日 青 年 科 技 人 员 交 流 计

划 ”双 向 交 流 机 制 ，已 分 别 累 计 资 助 6500 余

名中方科技人员和 300 余名日方科技人员赴

对方国家访问交流，夯实了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的人文基础，为推动中日高水平务实科技

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双边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科技合作支撑共同发展

以色列是享誉世界的创新国度。中以两国

创新合作意愿强烈、合作基础深厚、发展前景广

阔，两国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市场等方面具

有较强的互补性。

自中以建交以来，中以两国合作领域和规

模不断扩大，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农业、经

贸等各领域开展了深入务实的合作，并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2015 年，两国建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机

制并成功召开第一次会议。该机制是我国第一

个以创新为主题的国家层面对外合作机制，为

协调和推动两国各部门、各地方开展创新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 10月，王岐山副主席访问以色列，与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召开中以创新合

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签署《中以创新合作行动

计划（2018—2021）》，并见证签署科技等各领域

7项合作协议，开启了中以创新合作的新局面。

中以科技创新作为两国创新合作的重要

部分，双方合作内容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

形式不断创新。两国在联合项目研究、共建联

合实验室、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

作，中以常州创新园、中以创新合作中心等创

新合作平台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科技

合作已成为推动中以创新合作、增进双边关系

的加速器。

合作机制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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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科技部启动了旨在帮助非洲伙伴国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伙伴计划启动 9年来，在推动中国与非洲伙

伴国建立务实高效、充满活力的新型科技伙伴

关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16 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和双方

共同需求，科技部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2.0，

通过重点推动与非洲国家在人才培养、科技政

开拓双多边合作新领域

2017 年，中方企业结合越南当地品种进行改良，培育出了优势小南爪

品种（河内 98）。这种小南瓜肉质细腻，香甜可口，橙黄鲜艳，深受喜爱甜食

的越南民众的欢迎。

萌萌哒小南瓜飘香越南人民餐桌，是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一个生

动而有趣的案例。

2013年，科技部在广西启动建设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旨在构建覆

盖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一体化技术转移网络，培养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挖掘

各国企业的技术需求，通过技术对接、示范与培训等，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

间的先进适用技术转移。

中心成立以来，基本建成覆盖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跨国技术转移协作网

络，现有协作网络成员 2326家，其中三分之一成员为东盟国家，同时吸纳了

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埃及等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员参与；已和东

盟 9国签订了共建两国技术转移中心的合作协议。挖掘技术对接项目和需

求 3000 多项，其中中国 1900 多项，东盟各国 1100 多项，利用 B2B 对接系统

发布企业技术对接重点项目信息超过 1000 项，促成网上对接 300 余项。在

中国和东盟各国累计组织了 27 场技术对接活动（其中在东盟国家举办 16

场），成功举办了六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促成中国与东

盟国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468项，协议金额超过 50亿元人民币，为区域创新

一体化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

萌萌哒小南瓜“飘香”越南

“东盟各国是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与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框架下，中国-东

盟区域科技创新合作蕴藏着巨大潜力。”在 2018

年 9 月 11 日于南宁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东盟技

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张建

国对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充满信心。

2018 年 4 月，科技部与东盟轮值主席国、

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新加坡外交部在京举

办 了 创 新 年 启 动 仪 式 暨 中 国 - 东 盟 创 新 论

坛。李克强总理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分别致

贺信。在中国-东盟创新论坛上，双方围绕政

府搭建创新合作平台、科技人文交流、科技创

新政策交流、产学研创新合作等议题深入交

流。在 11 月于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期间，《中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联

合声明》发表。

中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对于缩小中国-

东盟国家间差距，促进多边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合作蕴含巨大潜力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西行哈萨克斯坦、

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 带 ”和“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重 大 倡 议 。

“一带一路”目前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之一，科技创新合作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

作用。

在 2017年 5月 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倡议，中国

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

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项行动。

一年多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已获得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成效颇丰。

2018年，通过科技部“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

来华工作计划”、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等

渠道，共有约 500余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青年

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研；通过举办发展中国

家技术培训班，招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学员

超 1200 人次；成功举办“一带一路”青少年科技

夏令营和第二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

师研讨活动、丝路杯“一带一路”青少年优秀原

创科幻作品大赛等活动，促进了“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科技人员和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互动，巩

固了人文根基。

“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必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激荡四十年，奋

进新时代。未来，中国将继续深入实施“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亚非国家持续加

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

大，我们有能力、有责任进一步促进国际科技

合作与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智慧。

发挥创新合作引领作用

策、科研平台、技术转移、科技园区、研究与示

范、资源共享、创新创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期待为促进中非可持续发展、打造命运共同体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诸多非

洲国家积极响应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并参与相

关合作。在计划框架下，中非双方不断拓展合

作领域，创新合作形式，推动双多边科技创新合

作不断取得新成就。

例如，启动并推进建设了中国-肯尼亚作物

分子生物学联合实验室、中国-埃塞俄比亚皮革

工业联合实验室、中国-埃及可再生能源联合实

验室、中国-南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联合研究中

心等一批联合科研平台；与埃及、南非等国启动

探讨开展科技园区合作，分享中国在高新区和

科技园区建设方面的经验；并通过举办中国-南

非高技术展示交流会及推动建设中阿技术转移

中心和中非创新合作中心等平台，积极布局中

非技术转移合作网络。

展望未来，中非科技创新合作正面临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机遇，双方应把握机

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非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作用，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图① 2018年10月，王岐山副主席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召开中以创新合作联委
会第四次会议。

图② 2017年 5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出席“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

图③ 2017年 7月 26日，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樱花
科技计划）暑期高中生访日团赴日开展交流活动。

图④ 2017中以创新创业大赛在常州和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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