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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1月 6日—7日，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

期间举办的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十年成果展上，80多项涉及诸多领域的合作案例集中亮相，生动展现了创新丝

绸之路建设取得的务实成效。据此，本报推出特刊，与您分享此次成果展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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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向东盟、

阿拉伯国家、非洲等
建设了 9家跨国技术
转移中心。

十年来，国际杰
青计划共吸引来自40
余个国家的优秀青年
科学家 700余人次来
华工作学习。

余人次700

中国科学院“科学岛”助泰国建设“人造太

阳”实验装置；中国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

研团队与南非合作建设起新型选矿厂；故宫博

物院联合希腊文保单位为文明合作互鉴探索

路径……11 月 6 日，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十年成果展在重庆启动。作为首届“一带

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的重要内容，共建“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合作十年成果展以“共建创新之

路，同促合作发展”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十年来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成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在各方

共同参与和推动下，科技合作机制不断深化，

科研人员往来愈发紧密，科技合作成果日益丰

硕。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80 多个共建国家签署

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共同构建起全方位、

多层次、广领域的科技合作格局，结出实打实、

沉甸甸的合作“果实”。

增强互信，深化科
技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作为“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行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国际杰青计划

已有十年。

“十年来，国际杰青计划共吸引来自缅甸、巴

基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等 40 余个国

家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700 余人次，来华在北京、

云南等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 余家科研机构工

作学习，涉及农业、生命科学等 15个学科领域。”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孙键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国际杰青计划设立的目的，正是为了增进中

国同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培养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推动务实国际科技合作。

国际杰青计划重点资助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 45 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中国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开展为期 6 个月或 12 个月的工

作交流。该计划为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厚植科技根基。

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同学术层次

非华裔外国科研人员来华开展科技合作，中国

科学院的国际交流计划成为重要平台。参与

该计划的学者或深入科考站点参与重要科学

考察，或参加重要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他

们的身影被照片定格，在“共同深化科技人文

交流”展区展出，引人注目。

记者了解到，该计划已累计资助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各类人才 1900 余人次，围绕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基础科研能力

提高，开展科研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能力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转移转化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

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人文交

流的版图上，各类科学计划、合作组织、技术转

移中心等都占有重要位置。

由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研机构、大学与

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综合性国际科技组

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已吸引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7 家单位先后加入，形成了

广泛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由中方建立的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南亚

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

等跨国技术转移平台，与各国联合举办技术转

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等活动，共同开展技术示范

和推广，深化各国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由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举

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大数据竞赛，已成功举办

了五届。共吸引来自五大洲 22 个国家 869 所高

校的 1 万多支赛队近 1.5 万人参赛，为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加快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高端人才提供积极助力。

……

孙键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下一步，中国将

继续实施国际杰青计划，让更多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青年科研人员通过参与计划，实地

感受中国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切实融入中国

包容开放的科研环境，成为深化中外科技创新

合作的友好“使者”。

协同创新，共同提
升科研能力

“7 月 25 日，泰国公主诗琳通亲自按下运行

键，东盟国家首个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开始试

验运行。诗琳通公主还为中泰两国推进前沿

核 物 理 研 究 用 中 文 题 写‘ 科 技 文 明 ’四 个 大

字。”站在“共同提升科研能力展区”前，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所长宋云涛讲述着不久前见证的历史时刻。

6 个集装箱、总重超过 84 吨、462 件设备，

从安徽合肥的科学岛出发，跨越超过 2600 公

里的直线距离，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大科学

装置——泰国托卡马克 1 号在 2022 年 12 月运

往泰国曼谷。

2017 年 8 月，中方与泰国核技术研究所签

署合作协议，依托中国在磁约束核聚变研究领

域的国际领先优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在人

才培养、超导磁体、低温技术、大功率电源、系

统集成安装、装置实验运行等方面向泰国核技

术研究所提供帮助，助力泰国建设新一代托卡

马克装置。

今年，新一批泰国核技术研究所聚变和等

离子体部门研究人员从泰国来到位于中国合

肥的“科学岛”，追逐“聚变能源梦”。“经过几个

月的学习，他们已可以独自操作装置进行实

验。”宋云涛告诉记者，通过核聚变实验装置国

际合作，已有 100 余名从泰国知名高校遴选来

的优秀人才来到“科学岛”进行交流学习。

“我坚信，这是双方科技创新合作的第一

步。未来，随着泰国托卡马克 1 号装置不断升

级、改造，由此搭建起的科技创新平台会一步

步推动泰国在核聚变应用领域的发展，促进其

在开展学科建设、工程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

多方面的发展，助力泰国建成东盟地区基于托

卡马克技术的科研和开发中心。”宋云涛说。

泰国托卡马克 1 号的建成投运，是中国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科技往来、共同提升

科研能力的一个缩影。通过“南南合作”，中国

向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加纳、赞比亚提供可

再生能源技术；通过成立联合实验室与研究中

心，中国向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提供

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截至目前，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

施了多批联合研究计划，并在农业、医疗、信

息、新能源、基础研究等多个领域共同建设了

50 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立了 10 个海

外科教合作中心。

技术合作，澎湃产
业动能

在“共同支撑产业发展展区”，一项南非与

中国合作的研究成果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展

区播放的视频里，双方合作开发的金川选矿厂

智能磨矿系统，正实时监测着磨矿、磨机，给

矿、给水相应的处理量。

这是一个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合作。南

非的科研机构在选矿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理

论研究基础，中国的科研团队则在自动控制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经过两年的研究，这套

智能系统成功应用在这家选矿厂中。

“这样的合作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中国—

南非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的成果进行的。”作为联合实验室主

任，中国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韩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联合实验室汇聚

了中南两国的相关领域研究力量，自 2019 年成

立，已经陆续在选矿、采矿材料相关领域开展

了大量的科研攻关，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而且这些成果已经在相关的“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得到应用。

“我们通过合作研究，将安全、绿色、高效

理念融入项目建设，带动南非建设新型选矿

厂，取得了提高金属回收率 10 个百分点、每年

创造经济效益 1 亿元以上的效果，有力促进了

当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韩龙说。

联合实验室的成立加强了两国科技人员

的交流往来。在合作中，信任增强了，创意也

在碰撞中迸发。目前，多项合作研究成果已经

实际应用在了国内外矿厂中。实验室的发起

者之一、南非林波波大学的学者普蒂教授，还

因此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谊勋章”。

在“中国与南非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国际合作”的展板旁，有一张援卢旺达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将菌草技术推广到当地孤儿院的

照片。照片上，中国专家和数位卢旺达当地居

民站在一起，前方一丛丛乳白色的菌草长势茁

壮，居民的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

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菌草技术是中国将减

贫脱贫经验应用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实

践。2006 年起，中国菌草专家来到非洲国家卢

旺达，让种植蘑菇成为一项新兴的产业。

菌草技术因地制宜，周期短，见效快，农户

能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项“小

而美”的农业项目切实做到了惠及民生，菌草

技术为卢旺达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助力。

卢旺达农业委员会菌草技术协调员约西

亚娜·乌姆别伊说：“菌草技术的原材料在卢旺

达本地就能购得，适合小规模生产，对卢旺达

人来说是很好的增收机会。”

除了菌草，中国的高校、科研院所还与古

巴开展蚕桑技术国际合作，与印度尼西亚开展

玉米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联合研发，与巴基斯坦

开展家禽传染病防控研究国际合作……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进科技园

区合作和多领域技术转移示范，中国面向东

盟、阿拉伯国家、非洲等建设了 9 家跨国技术转

移中心，与各国共建覆盖广泛的技术转移网

络，服务各国产业升级。

互学互鉴，传承人
类文明

走进“共同助力文明传承展区”，中国与希

腊两个文明古国的交流互鉴格外迷人。

文物激光清洗技术与装备、文物高光谱自

动扫描技术与装备、文物专用激光全息散斑干

涉监测技术与装备、文物超高清三维数字化技

术……展台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对全

新技术成果如数家珍。“我们和希腊研究与技

术基金会电子结构和激光研究所通力合作，联

合研发 4 项新技术、3 套新装备。”

希腊电子结构与激光研究所在激光光学

领域享誉欧洲，并一直致力于将激光技术应用

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们与雅典

卫城博物馆合作进行的大理石文物表面污染

物激光清除项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石质文

物激光清洗领域的代表案例。

王跃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故宫博物院收

藏了大量石质造像，以及数量众多的建筑石质

构件，在激光技术应用方面需求与发展空间较

大。中国与希腊两个文明古国若能开展文物

保护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一定能为文物保护领

域所遇到的共性问题找到答案。

2020 年，双方启动建设“中国—希腊文物

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包括技

术开发、设备搭建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如今，联合实验室的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示范应用的效果也让人满意。

“我们充分借鉴雅典卫城石质文物激光清

洗工作的经验做法，通过模拟实验，确定了适

用于故宫灵沼轩石质构件表面污染物的清洗

方法，用激光清洗技术既安全又稳妥地清洗文

物。”王跃工介绍，他们还示范应用高光谱成像

技术、激光全息散斑干涉技术对故宫如亭壁画

制作工艺及病害状态进行分析与研究。

近四年来，联合实验室的共建方也在不断

拓宽范围。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希双方

12 家单位参与共建联合实验室，不断升级技

术、拓宽应用，共同谱写文明互鉴的和美诗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来，科技创新

合 作 助 力 传 承 人 类 文 明 的 故 事 在 被 不 断 书

写。中国与中亚各国开展中亚丝绸之路联合

考古研究、中国与葡萄牙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数

字技术合作、中国与柬埔寨开展吴哥窟古迹茶

胶寺修复技术国际合作。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单位，

通过构建合作机制，利用交叉学科科学研究，

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建设，为文物保护、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贡献中国智慧，加强不同文明相

融相通，保护与改善人类生活家园、继承与发

展人类文明成果。

科技创新合作助“一带一路”结硕果
——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十年成果展速写

截至目前，中国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在多个领域共同建
设了 50多家“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

1111月月66日日，，重庆重庆，，首届首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科技交流大会。。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11 月 6 日，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
会在重庆开幕，大会举办共建“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合作十年成果展。图为嘉宾在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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