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7月6日 

国际区域科技合作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机遇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魏蔚 

     

    一、国际科技合作的定义和形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使世界上不同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按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国际科技合作就是科技知识的共享，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公民在彼此接受的协议下，进行

知识的交换。近年来，那些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或者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国家，在政府的资助下彼此间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研

究的势头发展十分迅速，成为科技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即国际区域间的科技合作。 

    国际科技合作的目的是获取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利益，国际科技合作往往是经济合作的先导和发展对外贸易

的桥梁。当今市场的国际化几乎使得所有国家在决策其合作内容、选定合作对象时都充分考虑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和为外

贸找出路、开辟市场为目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总是与经济合作相结合，目的在于占领市场直接取得经济

效益。 

    从目前来看，国际科技合作主要包括国际合作研究、国际共同开发、国际科技交流和国际技术转让等几个主要形式，

其中国际合作研究是国际科技合作的最主要形式。国际合作研究是指由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技术人员通过共同的工作或分工

协作所进行的研究，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含联合试验），也可以根据参与国家的数量划分双

边合作研究和多边合作研究。国际共同开发包括联合调查、合作开发、实物交换等内容。国际科技交流包括合作机构、科

技考察、人才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科技展览会、人员培训、国际科技咨询等内容。国际技术转让则是指以贸易形式

进行的技术经济合作，包括技术、技术产品与成套设备，以及技术劳务的引进和输出、专利实施许可、专有技术转让等，

是现有技术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 

    二、目前主要的国际区域科技合作  

    1．欧盟的区域合作。就世界范围而言，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是最密切的。在欧盟（欧共体）成立的前十年

里，科技合作主要是针对煤、钢和核能这些基础领域展开的。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欧盟研究开发框架计划和尤里卡计

划。此外，欧盟还启动了诸如智能制造系统、科技研究合作项目、生命科学和生物社会的社会经济研究、国际能源合作项

目、通讯和信息系统的安全性研究、凝聚力，竞争力和研究发展及创新政策研究等多个合作项目。 

    2．以美国为主的区域科技合作。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上的科技合作研究。据统计，1995年,美国政府花费在

多边和双边合作的费用是33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R&D预算的4%。到1997年，这一费用增加到了44亿元，占当年联

邦政府R&D预算的6%，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全世界有11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合作者或者研究的举办国参与了这些科技合作研



究，美国参与的国际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与亚洲地区，与非洲的合作相对较少。 

    3．亚太地区的科技合作。科技发展是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太地区，其科技合作的力度

和方式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合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该地区科技合作主要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及东盟地区。亚

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对该地区科技合作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大科学项目与国际科技合作。大科学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与传统的研究相

比较，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性组织在各科学领域组织实施的具有代表性的大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大约有51

项，主要集中在全球变化、生态、环境、生物和地学领域，参与者以发达国家为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类基因组计

划、国际空间站计划、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等。 

    三、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我国科技发展  

    国际科技合作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紧密相连的，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是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发达国家之

间的合作，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竞争，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多的是商业利益。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愿望控制

着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无论是欧盟的研究开发框架计划、尤里卡计划还是美国参与的国际科技合作或者大科学研

究项目，都体现了这一目的。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认识到国际科技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在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基础设备比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科学

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后发性优势，从而进一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并最终完成经济、技术的赶超

大业。巴西、以色列、墨西哥、韩国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对于我国来讲，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主要

存在经费不足、政府在部门间协调国际合作的机制不健全、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不多、对国际性研究

机构和合建实验室的支持不足、我国在国际合作中知识产权意识有待加强等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1．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科技合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经验表明，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逼近世界科学前沿、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经

验和成果，实现超越阶段的发展，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科学发展水平的差距。对于区域性和全球范围的科学问题，

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有效地扩展国家的研究能力，既受益于国际社会又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2．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科技合作大潮中。国际科技合作实际上是各个国家经济、科

技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从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仍然没有脱离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可以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研究水平，并为

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准逼近世界科学前沿发挥积极作用。而且，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使我国有更多高水平人才和研究项

目有机会登上世界科学舞台。 

    3．提高政府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支持和管理力度。首先，要加大国家对国际合作经费的投入强度和规模。国际科技合

作的经费应占国家科技支出的10%以上，稳定地保证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议项目的执行。其次，政府在大型国际

合作中要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第三，要强调对国际科技合作的监督管理，提高国际科技合作的效率。 

 

相关文章

 魏蔚、乔为国 国外促进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 (2007-6-28) 

 魏蔚 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的形成、发展及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27日 (2007-6-28) 



 随笔：韩国印象 魏蔚 (2007-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