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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和俄罗斯科学院

西伯利亚分院分别是

两国科学院最具实力

的地方分院，由于地域

和历史的原因，上海分

院各研究单位对俄合

作开展的不够充分。俄

罗斯科学家对上海分

院卓有成效的科研工

作、院地合作和科技成

果产业化亦缺乏了解。上海分院对俄合作的巨大潜

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为全面推动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

院的科技合作，探索中俄双边合作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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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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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院国际合作局组织了以上海分院常

务副院长华仁长为团长的
(

人代表团访问了俄罗

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
)

个相关研究所。我院科

学家一致认为，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具有坚实的

研究基础和较高的研究水平，在一些领域能够与我

们的研究工作形成优势互补。在新西伯利亚科学

城，双方领导就如何加强两个分院间的合作进行了

会谈。我方提出由上海分院和西伯利亚分院共同举

办“中俄科技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为两分

院的科学家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一倡议得到了

俄方的积极响应。

双方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由我院国际合作

局组织，上海分院承办

的“第一届中俄科技合

作论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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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学

术活动中心举行。以俄

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秘书长福明通讯

院士为团长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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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团出席了本

次“论坛”。代表团成员

包括西伯利亚分院不

同学科领域的所领导以及西伯利亚分院外事局负

责人。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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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方代表参加了“论坛”的开幕式

和学术报告会，其中包括上海分院领导，上海分院

各有关研究所领导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院国际合

作局和上海市科委的有关领导。

开幕式由上海分院姜卫红副院长主持。上海分

院院长沈文庆院士、西伯利亚分院秘书长福明通讯

院士分别致开幕辞，他们认为两个分院都有强强合

作的愿望和要求，应扩大中俄双方的科技交流，并

使之更为有效。

本次论坛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收效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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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中俄双方对口科研工作的了解。 第

一届“论坛”工作的重点是增强两分院所级领导对

对方科研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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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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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题报

告，开放式的“论坛”为双方科学家提供了面对面交

探索中俄科技合作的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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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机会。在整个“论坛”期间，中俄科学家纷纷建

立了各自的联系渠道，部分中俄科学家之间对共同

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双边

科学合作的意向。

西伯利亚分院代表团的访问受到了上海分院

有关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在硅酸盐研究所、药物研

究所和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领导接待并介

绍本单位研发情况，耐心回答俄方提问，包括研究

所科研经费的来源、工资分配、所领导的选举等俄

方感兴趣的问题。双方围绕研究所的改革、所办公

司和科技成果转化等现实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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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推进中俄两院合作达成共识。“论

坛”期间，中国科学院陈竺副院长和俄罗斯科学院

西伯利亚分院福明秘书长举行了会晤。福明秘书长

指出：过去俄罗斯科学院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集

中在中国东北，现在希望能有机会和经济最活跃的

上海地区开展合作。合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础

科学的合作，可以放在亚洲科学院协会框架下进

行。二是联合培养研究生和促进双方青年科学家的

交流。三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在这方面俄罗斯科学

院希望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帮助。俄方希望学习中国

科学院研究所、科技园区和院属企业的成功经验。

陈竺副院长表示完全赞同福明秘书长的意见。

并认为：在前两个方面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

已经取得了不少合作成果。至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虽然中方起步要早些，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中国科学院愿意与俄罗斯科学院一起分析法律法

规，了解市场需求，探索产业化合作的模式。俄罗斯

科学院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将受到保护。陈竺副院长

提出双方应建立专门的协调委员会促进中俄双边

科技合作。俄方对陈院长的倡议反应积极，并准备

回国向领导通报研究后，再与我院拟签有关文件。

关于如何加强两分院的科技合作，上海分院与

西伯利亚分院的领导和“论坛”与会代表达成四点

共识，即通过项目信息交流、专题讨论、合作研究开

展科研合作；选择成熟项目在对方销售和生产，进

行高科技产业合作；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进行

人才合作；对成熟的技术进行信息转移或委托转

移，开展技术转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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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合作的途径与

模式。利用上海分院现有渠道，使科技为区域经济

服务，为中俄双方带来效益。可考虑的途径包括：共

建联合研究中心或合作平台，共建大工程项目，参

加区域工业和经贸博览会，将技术和成果向企业转

移，共建科技经济信息平台等。

代表团在浦东新区参观时，新区科技局丁海涛

副局长向俄罗斯专家介绍了浦东新区发展的历史，

新区现在的投资和服务体系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分

配机制等。指出新区的发展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

也依靠成熟的技术转化模式。例如，利用种子基金，

由地方企业负担技术转化先期的资金投入，最大限

度降低技术提供方的风险。并列举了新区内中俄合

作成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范例，如紫外线净化

水和新药开发项目。

福明秘书长介绍说，西伯利亚分院有很多高新

技术，但对市场前景不够了解，缺乏产业化的经验，

特别是和私营企业合作的经验。希望通过上海分院

将合适的技术引进到开发区立项。

综上所述，本次论坛成功实现了中国科学院上

海分院和俄科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全面接触，达到了

预期效果。

按计划，第二届“论坛”明年将在俄罗斯新西伯

利亚市举行。我们希望第二届“论坛”能够更加务

实，推动双方开展实质性合作。为此，我们建议：

（
#

）第二次“论坛”中方参加的单位将不限于上

海分院，论坛要结合项目进行。既有学术报告，又有

合作项目的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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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青年科学家参与，从而推动双方青年

科学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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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方推介俄罗斯技术在华产业化合作成

功的实例。中俄双方争取从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

所选一、两项有市场的技术成果，拿到我国转化，起

到示范作用。

我们相信，通过中俄双方的努力，“论坛”能够

提高中俄两院合作交流质量，促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成为我院对俄合作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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