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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开展科

技合作十周年。

'**#

年
'#

月
'(

日，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奥

西波夫院士率代表团访华，与我院领导在北京签署

《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合作协定》。十年

来，两院科学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交往日益增多。

#$$#

年，我院赴俄访问学者首次超过
)$$

人，是十

年来派出人数最多的一年。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

两院科学家已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不断取得重

要的科研成果。

'""高层领导互访是推动双边合作发展的关键

双方高层领导的直接接触对推动双边合作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院路甬祥院长等院领

导都曾率代表团先后访问过俄罗斯科学院（下称俄

科学院），双方领导就发展两院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签订合作文件，对两院的科学合作给予了积极的评

价和明确的指示。

'**(

年
''

月，路甬祥院长随江泽民主席访问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是两院科学合作史上的重要事

件。两院以此为契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

双边合作的发展。

'***

年
)

月，路甬祥院长率我院代表团访俄并

参加俄科学院建院
#+,

周年庆祝活动，与俄科学院

院长尤·奥西波夫院士签署了 《中国科学院和俄罗

斯科学院关于组织两院科研机构进行直接科学和

科技合作的议定书》。同年
'$

月，在路院长的倡导

和支持下，两院在北京签订《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

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科学合作协定》，有力地促进

了中国科学院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合作。

#$$$

年
'#

月，我院白春礼副院长随李岚清副

总理访俄，与俄科学院副院长奥·涅费托夫院士签

订《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在材料科学领域开

展科学合作备忘录》。为落实合作内容，白春礼副院

长
#$$'

年
'$

月借随我国“中俄和平、友好和发展

委员会”代表团访俄之机率我院材料科学代表团访

问俄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确定了一批双边合作项

目。此后，我院物理研究所与俄科学院列别杰夫物

理研究所签订了所际直接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在表

面物理、激光物理和超导材料等领域开展合作。

中俄两院的改革一直是双方十分关注的问题。

#$$#

年
*

月，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率我院代表团

访俄，双方领导就科学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创新文

化以及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激励和培育创新思

维、造就创新人才、做出创新成果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以后能更多地

开展有关改革和交流经验的专题研讨，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十年来，俄科学院院长尤·奥西波夫以及其他

领导人也曾先后访华，与我院领导共商两院合作问

题。

#"""科研成果的获得是深化双方合作的目标

十年来，中国科学院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

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与俄方在其优势领

域，尤其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

纪念中俄两国科学院
开展科技合作十周年



领域开展了长期有效的合作。我方在不断取得阶段

性重要进展的同时，逐步增强了自身的科研实力，

培养出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专业骨干

队伍。俄方通过与中方的合作，稳定了队伍，推动了

自身科研工作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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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多年来与俄库尔

恰托夫国家科学中心开展合作。从
"#$

的引进，

%"#$

的建成与实验，到
%"#$&

工程的设计和建设，

两国科学家通力合作，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成为

受控热核聚变的一个研究中心。目前，双方在研制

弹丸注入系统、电子回旋诊断系统、激光汤姆森散

射诊断系统以及
%"#$&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等方面继续合作，有望取得更大的成效。

（
'

）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从
!((!

年开始与

俄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合作研制

)*+++

米自治水下机器人。
!(()

年“
,-#+!

”型通过

“
.)/

”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验收，使我国一举进

入世界上拥有该项尖端技术与产品的少数国家行

列，对深海水文探测、确定海界和开发公海资源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项目获当年中国科学院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
!((.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年，应国内用户的要求，该所又与俄方开始共

同设计技术改进型水下机器人“
,-#+'

”。“
,-#+'

”至

今已成功进行了
.

次湖试，目前正在太平洋进行大

洋应用试验。

（
/

）俄罗斯在核物理基础研究、核技术、加速器

技术的许多方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长期以来，我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与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俄

科学院新西伯利亚核物理研究所和俄库尔恰托夫

科学中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俄合作对近代

物理研究所近年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对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的升级改进和兰州重离子冷

却储存环大科学工程的建设以及高新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物理研

究所的青年科研小组通过与俄罗斯合作，在广泛吸

收俄罗斯和其它各实验室
0,-

离子源特长的基础

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
0,-

离子源，各项指标性

能均远远优于原引进的设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

注和一致好评。此后，该所科研人员又采用较高的

轴向磁镜场和六极永磁场，运用大体积弧腔，研制

成功第二代
0,-

离子源。近年来，该所的研究论文

多次被选为国际会议特邀报告。该所在离子源方面

已形成独特的技术优势。目前，该所在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的建设中继续

与俄方合作，就委托俄方研制冷却装置等设备方面

与俄方达成协议。

（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与

俄库尔恰托夫科学中心开展合作，成功研制出
)

万

高斯超导扭摆磁铁。这是我国第一台用在加速器上

开展科学研究的超导磁体
2*

其综合性能在国际同能

区的装置中居领先地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年
1

月，白春礼副院长会见了再次来访的俄科学

家，赞扬他们在完成超导扭摆磁铁项目中做出的重

要贡献，并向俄方总负责人、低温研究所副所长维·

凯林教授和技术总负责人阿·杜达列夫教授颁发了

路甬祥院长签署的荣誉证书。

（
3

）我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与俄宇

航局克尔德什研究中心合作，于
!(((

年利用俄“和

平号”空间站进行了气
4

液两相流科学实验。这是我

国首次进行的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为我国今后的

载人航天任务及空间科学实验积累了宝贵经验。目

前，国家微重力实验室正与克尔德什研究中心就第

二次空间实验项目进行讨论。

（
)

）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承担着青

藏铁路建设工程冻土防冻害措施的研究任务。建设

中的青藏铁路将有
)3+

公里穿越冻土区。俄罗斯在

冻土学研究领域成果显著。迄今，俄罗斯在冻土区

已建设铁路
!3*+++

公里。
'++!

年，该所邀请俄方专

家来华讲学，受到普遍欢迎。
'++'

年
.

月，该所以程

国栋院士为团长的代表团赴俄参加第五届冻土工

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于会后实地考察了俄远东地

区阿穆尔雅库茨克铁路干线上的冻害及防治情况。

俄方的经验对解决我国青藏铁路建设中冻土路基

及附属建筑物的稳定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与西伯利亚分院的合作是加强交流的重要

环节

'+

世纪
3+

年代，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下

称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以后又先后组建了乌拉尔

分院和远东分院。其中西伯利亚分院实力最强，成

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发展的中心。

３期 ２２９纪念中俄两国科学院开展科技合作十周年



２３０ ２００３年国际交流与合作

!!!!!!!!

多年来，中国科学院以长春分院和沈阳分院为

依托，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展科技合作。

长春分院与西伯利亚分院有良好的合作传统。

"###

年初，在长春举办了双边合作会议，在有关领

域进行了广泛研讨，并签订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分

院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关于组织两分院

科研机构进行直接科技合作的协议”，根据学科布

局和特点，确定在空间科学、化学与新材料、光学、

激光、电子及信息科学技术等重点领域开展双边合

作，在新材料高科技产业、新型激光系列产品、农业

高新技术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加强学术交流。

我院金属研究所和西伯利亚分院托木斯克强

度物理与材料研究所的合作是两院应用开发领域

合作的成功范例。多年来，先后合作开展了微晶、纳

米晶氢化物和高强度陶瓷刀具等
"$

多个基础与应

用研究项目，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
"##%

年

在沈阳合资成立了“金锋特种刀具有限公司”，生产

&'(

强化陶瓷刀具。该产品可完全替代同类进口产

品，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逐年增长。

"##)

年
""

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专程访问

了西伯利亚分院，并用俄语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

了俄罗斯东部地区科学家对华合作的热情。俄罗斯

科学院副院长兼西伯利亚分院院长尼·多伯列佐夫

院士多次访华，与路甬祥院长讨论双边合作问题。

"###

年
"*

月，中国科学院打破常规，首次与一个地

区性分院———西伯利亚分院签署了两院科学合作

协定。这一举措对推动我院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合作

的顺利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

）西伯利亚分院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日地物

理研究所曾荣获全苏劳动红旗勋章。该所研究领域

涉及太阳物理、空间物理的各个学科方向，具有多

种对从太阳到地球中高层大气（包括太阳、地球磁

层、电离层和大气）进行观测的先进设备，其中太阳

射电望远镜、太阳真空望远镜、太阳日冕仪、宇宙线

谱仪和非相干散射雷达在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其

+,-

厘米波段综合孔径太阳射电望远镜在世界上也

是惟一的。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根据自身

科研发展方向，与该研究所优势互补，积极合作，已

联合举办
%

届学术研讨会，选出
-%

个合作课题，并

组建了“中俄空间天气联合研究中心”。

（
-

）西伯利亚分院库兹涅佐夫院士领导的无机

化学研究所科研实力雄厚，
./0

晶体的生产和销售

已初具规模，其晶体生长技术和操作管理颇具特

色。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该所在过去合作的基

础上再次接触，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
%

）我院生态科学代表团
-***

年
)

月赴新西

伯利亚科学城参加欧亚北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动力学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中俄双方就共

同开展生态环境研究、建立中俄生物多样性生态联

合研究中心初步达成协议。
-**-

年
1

月，双方又在

沈阳召开了中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学术研讨会。

（
1

）为培养中俄科技合作的青年骨干，双方就

联合培养研究生和进修生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

并于
-***

年
2

月签订了 《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

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关于联合培养研究生和进修生

的协议》。

133中俄科技合作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随着中俄科技合作的不断深入，合作形式也日

益灵活多样。除人员交流、短期工作、委托研究之

外，双方还组织联合考察，举办双边会议。仅
-**-

年就举办了 “中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学术研讨

会”（
1

月，沈阳）、“中俄空间天气学术研讨会”（
4

月，伊尔库茨克）、“中俄动物生态多样性保护学术

研讨会”（
""

月，莫斯科）和“中俄智能信息处理学术

研讨会”（
"-

月，北京）。近期双方又组建了“中俄空

间天气联合研究中心”等联合研究机构，为双方科

研人员的有效合作搭建平台。

（
"

）中俄空间天气联合研究中心

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与西伯利亚分

院伊尔库茨克日地物理研究所于
-**"

年
"-

月建

立了“中俄空间天气联合研究中心”，并以“双基地”

的形式开展科技合作，即在双方的研究所各自建立

研究基地，包括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和一套专用住

宅。通过合作，我院在空间天气研究领域获得了重

要的地面观测资料，对我国空间天气研究有较大的

促进作用，提高了我国日地物理地面观测探测和数

据分析的水平。

（
-

）中俄智能信息处理联合实验室

近年来，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俄科学院圣彼

得堡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俄科学院信息传输问题



研究所和俄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开展了有效的合作，

!""!

年
#!

月
$

日在北京成立 “中俄智能信息处理

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在知识科学、智能主体、电子

化管理等方面开展系列联合研究工作。

（
%

）中俄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

为提高我国
!&#$

米望远镜和俄罗斯
$

米望远

镜的高分辨率阶梯光栅摄谱仪的观测质量，我院国

家天文台和俄科学院特殊天体物理台于
!'"!

年底

组建了“中俄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加强中俄青年

科学家的交往与合作成为该联合实验室今后工作

的主要方向之一。

十年来，双方的合作从最初的中方引进俄方先

进适用技术，逐渐向中俄双方共同研究转移；从中

方单方面对俄方提出合作需求向俄方谋求在我方

优势领域开展合作转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

俄两国科研实力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必须以创新

性的思维研究中俄合作的新趋势，总结新特点，用

于指导今后的工作。

())面向未来，构建 !*世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

为进一步发展中俄科技合作关系，路甬祥院长

于
!+"!

年上半年向俄科学院发出倡议，在北京举

办“纪念中俄两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十周年暨双边科

技合作工作会议”。俄科学院领导积极响应。
!""%

年

%

月
!!

日，俄科学院派出由副院长尼·普拉德院士

和副院长兼西伯利亚分院院长尼·多伯列佐夫院士

率领的俄科学院代表团来华，参加中俄两院合作十

周年纪念活动。
%

月
!(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北京会见了俄罗

斯科学院代表团。双方回顾了两院十年的合作历

程，对两院科学工作者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双方均表示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

是加强两院青年学者间的交往与合作。路院长明确

提出，双方应根据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确定优先合

作领域和方向，不断提升两院合作的水平。两院领

导并签署了 《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
!""%

—

!"",

年科学合作议定书》。

路院长曾指出，“中俄科技交流合作是中俄面

向
!*

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要着

眼未来，在平等互利原则下积极、有效地发展中俄

两院，包括与西伯利亚等地区分院之间的合作。”十

年来，在两院领导的积极推动下，双方科学工作者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科学工程和高技术领域

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

的高水平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

清醒地看到，双方合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如，双方科研人员对彼此的科研状况缺乏足够的了

解；我们有些研究所、特别是重大项目的科研骨干

对如何充分利用对俄合作的资助渠道了解不够；由

于经济原因，俄方与我方开展合作经费匮乏，导致

不少合作项目联系难、启动难、持续难；语言在相当

程度上制约了中俄科技合作的发展；办理访俄邀请

信和赴俄签证存在一定的难度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和困难，我院组织力量加强对

俄罗斯的调研，将有关材料编写成册发至有关单

位；同时，从事中俄科技合作战略研究。根据国家和

我院重大科研项目的需求，积极组织、协助科研机

构开展对俄合作，为科研人员出谋划策，充分利用

各种渠道资助有关单位启动对俄合作项目。实行重

点项目重点支持，持续支持有合作前景的项目，争

取在经费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支持力度。注意跟踪双

边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考虑到近年来研究所所长更换较频繁，我院开

始分步骤地组织有关研究所新任所长赴俄访问，使

他们对俄罗斯的科研状况有最新的了解。三年来，

在我院国际合作局的支持下，已有近
-+

位研究所

领导访问过俄罗斯。此外，在对俄合作中也十分注

意发挥留俄青年学者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

际科技合作的作用日显重要。作为我院对外科技合

作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俄合作同样迎来了新的发展

期。如何“根据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确定优先合作

领域和方向，不断提升中俄两院科学合作的水平”

是今后一段时期开展中俄科技合作所面临的新任

务。在两院领导的支持下，中俄两院将着力推动青

年科学家的交流，加强前沿科学领域的合作，在中

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构建中俄科技

合作关系，为世界科学的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建

设做出贡献。

（相关图片请见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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