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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外交是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的多边或双边科

技合作与交流。中国科技外交局面伴随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 年来，中国的科技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早期以引进专家、寻求技

术援助为主，到如今已实现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平等互利共赢合作转变。科

技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科技合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与中国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多达 158 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 113 个，参加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

制超过 200 个，中国已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按照

“一国一策、精准施策”思路，中国已与以色列、英国等建立副总理级别的科

技创新合作机制，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建立十大创新对话机制，与非洲、

东盟、南亚、阿拉伯、拉共体、上合组织、中东欧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

七大科技伙伴计划。

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深入参与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地球观测组织、国际大洋钻

探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聚焦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三

极环境与气候变化等方向，形成《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方案》。

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重要倡议。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创新之路，并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重

要倡议，实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

项行动，深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资助沿线国家

300余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工作，培养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上万名，

共建一批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与东盟、南亚、中亚、阿拉伯、中东欧

等的国家共同建设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合作中心，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初

步形成。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近 200 位中国科学家担

任重要国际科技组织领导职务。专利全球布局能力显著增强，与 23个国家

和地区签订“专利审查高速路”协议，设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互助

基金和海外知识产权信息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科技外交提出的新要求，科技合作将按照党的

十九大关于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总体要求，配合国家整体外交，紧密结合国内科技创新需求和联合国科

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开展工作。

科技外交既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改善国家及地区关

系、促进和平稳定发展的有力工具。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科技外交的未

来充满期待，对世界各国科技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年来，中美贸易纠纷影响开始逐步外溢到科技领域，

美媒体对中国指责日盛，美联邦政府机构陆续在人员交流、

技术企业投资并购、外资在美投资研发等方面酝酿、出台各

种限制措施，一时间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在中美科技合作

即将迎来 40周年之际，人们开始担忧两国间科技合作是否

会从此“脱钩”。

我相信两国科技交流趋冷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中美

科技合作不应该也不可能“脱钩”。

首先，当今世界全球化势不可挡，全球化意味着总体的

高效率，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所要求和决定的。伴随着经济活动

的全球化，创新要素资源全球化配置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有统计显示，近年来国际技术贸

易的增长率远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率。

其次，开放是科学的根本属性之一，科学无国界。正是在国际同行的不断审视、质疑、挑

战下，科学才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世界近三分之一，中国紧随其后已

成为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大国。以合著论文来衡量，两国现在互为最大国际合作伙伴，两国科

学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联系，特别是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会

被什么人轻易阻断。

第三，1979 年两国确立官方科技合作关系近 40 年来，中美两国均从中受益颇多。在全

面评估合作效果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今年成功续签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本身就是对中

美科技合作互利性的认可，互利的合作关系必将走得更加长远。

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只是前进中的波折，放眼未来，两国科技合

作关系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密切的方向发展。

科技合作需放眼未来
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 陈富韬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15周年，是《中欧科技合作协定》签署20周年。目前，科技创

新合作已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

动创新；欧盟倡导“开放科学、开放创新、向世界开放”的科技

创新政策。中欧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契合度高，合作

意愿强，已建立了务实有效的合作交流机制。“创新合作对话”

搭建起交流创新政策、分享创新实践的重要平台；信息、卫生、

能源、环境、空间科技等部长级对话增强了各领域的交流；科

技合作指导委员会定期会晤保障了合作协定的具体落实；“中欧联合资助机制”则为双方开展平

等互惠、深度融合的合作构建起支撑平台。此外，中欧在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ITER）计划、“创

新使命”清洁能源合作、对地观测等重要多边机制开展深入合作。

目前，欧盟正在制定第九研发框架计划“地平线欧洲”（2021—2027），中国将坚持创新引

领，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双方正探讨制定未来科技创新合作路线图，将在基础

研究、前沿学科和重大社会挑战等领域深化合作。

科技创新战略契合度高
驻欧盟使团公使衔参赞 王 艳

我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担任公使衔科技参赞三年多，

深切感受到在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的大背景下，中英科

技创新合作切切实实为两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心相通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英科技创新合作走过了 40 年的历程。40 年前两国

就签订了政府双边科技合作协定。近几年来，中英研究与

创新合作伙伴基金已投入了 2 亿多英镑支持研究和创新，

科技创新合作互利双赢
驻英使馆公使衔参赞 蒋苏南

40 年前，中国大门向世界开启。同年，中法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定签署，成为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首个政府间

科技合作协定。40 年间，基于两国特殊关系基础、各自奉

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以及彼此在科技优势与市场优势上

的巨大“势差”，中法在若干领域开展了战略性科技合作，成

果丰硕。

2018 年 10 月 29 日 8 时 43 分，中国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 从 酒 泉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冲 天 而 起 ，将 中 法 海 洋 卫 星

（CFOSAT）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虽然卫星一朝翱翔九天，

但其合作协议的签署却早在 2005 年，此间两国科学家已为此携手 13 年，协力同心问天，共

同树立起中法空间科技合作新的里程碑。根据协议，中国还将于 2021 年再次发射中法天

文卫星（SVOM）。

2018 年 6 月 29 日 17 时 59 分，中法合作的浙江台山 1 号核电机组正式带负荷运行，标志

着全球首台第三代核电机组实现并网发电，由此开启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新境界。实际

上，从上世纪 80 年代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起步，到彼此优势联合共同签署开发建设英国欣克

利角核电项目，再到即将展开的中国核乏燃料处理厂建设，中法民用核能合作不断续写着两

国核电合作的新篇章。

虽然近些年来中法科技合作不如既往高潮迭起，但面对伟大的创新时代，一时风平浪静

下蕴藏的又将是壮阔的波澜。今年 12月，第 14届中法科技创新联委会将在北京举行，双方

将面向未来在卫生与健康、空间、人工智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若干领域做好战略合作布

局。作为中法科技合作曾经的亲历者和当下的推动者之一，我深感自豪的同时，也对两国科

技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科技合作40载携手之实践
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 孙玉明

改革开放 40 年，科技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国

家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驻日

科技外交官，对 40 年来中日科技外交在我国改革开放中

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更深的感受。1978 年，我国开始向

驻日使馆派出科技外交官，可以说对日科技外交是伴随

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1978 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

约，同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访日，这是他在酝酿改革开放

重大战略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合作、考察和取经之旅。他

看到了我国当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表示中国

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早期的科技外交是以引进专家、寻求技术援助为主。例如，1979 年开始的中日 JICA 渠

道技术合作，主要是引进专家和设备、派出技术人员赴日培训。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科技投

入大幅增长、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中日科技关系也实现了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平等互利共赢

合作转变。近年来，科技部先后启动了与日本主要科技计划专业管理机构、顶级科研机构

的联合资助计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研究；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的启动，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员双向交流。

今年 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与日方就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对中日科技外交

科技外交助推改革开放
驻日使馆公使衔参赞 阮湘平

中国和巴西同属发展中大国，两国在加强科技合作方

面有着共同的愿望。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巴科技合作关

系不断加强，给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

30年来，中巴地球资源系列卫星合作硕果累累，被两国

元首誉为南南高科技合作的典范。第一颗中巴地球资源卫

星于1999年成功发射，我国高速传输式对地遥感资源卫星技

术实现零的突破；成功发射的4颗卫星对巴西政府监测并阻

止亚马孙地区热带雨林的乱砍滥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曾为发电量世界第一的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接待过上百个中国代表团的考察交流，对中

国三峡工程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如今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正在把美丽山水

电站的电力输送到 2 千多公里外圣保罗市，满足 2200 万人的年用电需求。近 10 年来，中巴

科技创新合作不断深化，建立了空间天气、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气候变化、能源技

术、农业科学等合作平台，双方在科技园区和创新创业方面的合作也日趋活跃。

明年将迎来中巴建交 45 周年，巴西新一届政府开始执政，金砖峰会将在巴西举行。科

技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将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巴科

技创新合作也必将为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为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驻巴西使馆参赞 高昌林

南非享有“彩虹之国”美誉，科技创新独具特色。1999

年，中南建交第二年两国即签订了政府间科学与技术合作

协议，建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多年来，中南科技

创新合作蹄疾步稳，呈现出高层重视、基础扎实、机制完善、

互补性强等鲜明特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则，双

方在矿产、能源、交通、天文、考古、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不

断深化，多点开花，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平方公里阵列射

电望远镜大科学工程合作备受瞩目。中南科技创新合作已

经成为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 7月，作为习近平主席对南非国事访问的重要安排，习主席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

比勒陀利亚共同参观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展，出席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开幕式

并作重要讲话，为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指明了方向，掀开了中南科技创新合作新的篇章。

特别自豪的是，我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倍感亲切，备受鼓舞。中南双方均以

更高的热情推动双边科技创新合作。中南首个政府间联合研究中心——中南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联合研究中心今年9月顺利揭牌，首批南非青年科学家即将赴华开展合作研究，中南联合研

究计划旗帜项目呼之欲出，中南科技创新合作呈现出崭新的势头。展望未来，中南科技创新合

作将以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搭建联合创新新平台，深化交流

合作，加强青年科学家交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中南务实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双边科技合作掀开新篇章
驻南非使馆参赞 侯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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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持了 240个中英机构在 40多个资助计划下开展了 460多个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促

进两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也让两国科技界建立了广泛联系。去年底中英两国政府联合颁布

了中英科技创新合作战略，这在两国都是首次与其他国家联合制定双边科技创新合作战略，

极大地带动了中英两国科研与创新合作。

三年来，我切实感受到中国科技创新的长足进步已引起英国同行的广泛兴趣。英国励

讯爱思唯尔的报告表明，以研发的投入产出看，中国的科技创新在全球大国中排名靠前。中

国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增强了英国科学家与我国合作的意愿。

中英科技创新合作互补性极强。英国基础科学研究强，但市场有限。中国经济向高质

量方向转型，尤其是巨大的市场为英国各界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比如英国焊

接研究所通过技术授权与许可方式，在中国扩大了其市场。我相信中英科技创新合作定能

结出更多的黄金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日互为重要经济伙伴，也是科技投入居世界第二、第三的科技大国。我

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思想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指引下，中日科技外交必将在推动两国在更高层次上开展

科技创新合作、进而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我想分享近期与日本科技界同行交流时感触很深的一件事。当我方对日本近年屡

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表达敬佩时，日方说这都是几十年前的成果，今后三十年获奖的可能是中

国科学家，但他们更希望三十年后中日科学家能联名获奖。我想，这正是合作共赢之道。

责编 郭 科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