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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的形成、发展及特点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魏蔚 

     

    一、大科学项目的定义和形式  

    “大科学”(BigScience,Megascience,LargeSci鄄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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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昂贵而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

有学者根据大型装置和项目目标将大科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具有工程

特点的大科学研究，可以称为“大科学工程”，包括预研、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一系列研究开发活动。这类大科学

项目主要有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Cassini卫星探测计划、Gemini望远镜计划等。

大科学工程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各国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

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是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这类

的大科学项目主要有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 

    从运行模式来看，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科研机构或大学之间的对等合作

（一般有协议书）、政府间的合作（有国家级协议，如国际热核聚变实验研究ITER、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强子对撞机LHC

等）。其中，各国政府组织间的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占主导地位。合作方式主要有：人员互访、专题研讨会、代培研究

生、学术进修、合作研究、技术转移、设备维护与运行等。其中合作研究与专题研讨是主要的合作形式。 

    二、大科学项目的形成及发展  

    目前的研究大都认为，大科学项目是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现象。二战结束初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资金需求问题。通过二战后各国纷纷成立的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使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不断强调基础研究的重

要性。为支持科学的发展，政府准备了大量的资金。随着基础科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需要不断增加后续资金，政府只

得继续担负起资金供给的任务，这也成了大科学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 

    谈到大科学，人们首先是指天文学和量子物理学，其特点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运作。如美国的SSC项目需要资金高达

60亿美元，其次是海洋学的项目。确实，最先出现的大科学项目是在高能物理领域，随着大科学范围的不断扩大，某个国

家单独进行这些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这意味着通过资金和组织上的协调，才能更好地进行大科学项目的研

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合作国家之间的竞争会削弱，各国的科学家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大科学项目的研究。

由于这些大科学项目的经费是各个国家共同出资的，所以大科学项目需要各个国家的协调。因此，在大科学项目开始时，

政治因素和科学因素都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不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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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大多以发达国家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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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钻探计划、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全球地震监测网、国际南极科学探

险计划、人类和生物圈计划、人类前沿科学计划、高能物理与核物理、核聚变等。 

    三、大科学项目合作的特点及趋势  

    1．大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本身的客观要求。大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是人类在现有对自然现象规律性

认识的基础上寻求新知识。基础研究必须是在世界水平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要达到这一目的，要取得世界水平的研究

成果，就应充分了解和掌握世界范围的现有基础研究的进展；要保持与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同行之间的接触和联系，

而不被科学前沿和潮流所抛弃；要与同行和跨学科科学家之间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要在国际公

认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获得国际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和认可。因而，基础研究本质上都是超越国界的，其科学目标都要求通

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才能达到。 

    2．大科学研究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大科学的国际合作已远远超出一般形式的合作研究，而要求不同国家在

资金、技术、人力等科学资源上的全面合作。随着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在能源、生态、环境、气候、海洋、自然灾害等

领域的研究往往都超越国家的界限，必须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以区域的和全球的视角进行联合的或互补的研究。科学家必

须站在区域和全球的角度思考和研究问题，没有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有些学科如海洋学、气象学、地震科学等学科研究

的任何结论都无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解释科学问题的规律和本质。同时，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机会和可能。在许多领域，逼近科学前沿将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数据的能力，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更要求对信

息有相当程度的占有、控制和处理能力。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家将更多地在国际化和网络化的开放环境中相互竞争、相

互交流与合作。 

    3．大科学项目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科学之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大科学项目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

体现，而且也是包括政治、经济因素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与以前的所谓小科学项目相比，大科学项目成功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管理者，其次是评论家、资助者和研究同行。而对于一般的小科学项目来讲，成功首先取决于科学家，其次是

创建人、发明者和同行。大科学项目的决定权在于管理者、董事和各方代表，小科学项目的决定权在科学家、创建者和发

明家；从团队构成来看，大科学项目由科学家、工程师、会计、管理者等组成，需要他们的协调分工，而小科学项目主要

由杰出的科学家构成；小科学项目多属于私人研究性质，其研究是不透明的，而大科学项目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从大科

学研究的这些特点也可以看出，非科学的因素在大科学项目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用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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