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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国际合作

范元炳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E摘要〕 本文讨论了当代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
,

简要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海洋科学 国际合作项 目
。

海洋
,

作为一个巨大的资源 (生物
、

化学
、

矿产
、

动力 ) 宝库和储运空间
,

一 向受到人

们的重视
。

海洋权益 (国防
、

贸易通道
、

归属
、

资源开发等 ) 向来是海权 国家研究海洋的主

要动机之一
; 海洋作为地球水圈的主体

,

在地球气圈
、

水圈
、

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中
,

起着控制地球表面环境和生命特征的作用
,

这是近十几年才被科学家所揭示的
。

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
,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海洋探测中的应用
,

海洋高新技术得

到了长足发展
。

美
、

日
、

德
、

法
、

英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制海权
,

不惜花重金于海洋科学

研 究
,

相继研制成功一大批用于海洋探测的高新技术仪器和设备
,

如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统

(G Ps 系统 )
、

海洋卫星探测系统
、

深海钻探设 备
、

海洋锚旋浮标观测系统
、

剖面探测系统
、

立

体成象系统
、

深潜系统
、

深海观测站
、

声学走航测流系统
、

高精度实验分析系统
、

漂流跟踪

系统等等
,

形成了能够覆盖全球海洋的立体观测系统
,

可以从海洋内部
、

海洋界面 (海底和

海面 ) 和海洋外部 (空间或陆上 ) 对其进行观测
,

为全球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
。

海洋在人类社会和地球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海洋高新技术立体观测系统的开发
,

促

进了海洋科学迅速发展
,

形成了当代海洋科学研究的两大特点
: 1

.

全球研 究格局
。

以全球海

洋为研究对象
,

用立体观测技术对海洋进行观测
,

研究全球海洋结构和动力学
,

了解全球海

洋环流系统与变化
,

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

了解海洋过程的天然变化以及 由人类活动所引

起的变化
,

研究全球海洋生态系动态
、

生物生产过程以及全球物质循环过程
,

研究全球海洋

岩石圈及其地质过程
,

研究陆缘和极地海洋过程等
。

2
.

激烈竞争与广泛合作的局面
。

发达国

家为了争夺制海权
,

把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后的争夺领域
,

提出谁先涉足谁先受益的主张
,

制

定了一系列宏伟的研究计划
,

如美国全球地学计划中的世界海洋环流实验研究 (WO C E )
、

.

热

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计划 ( T O G A )
、

全球海洋通量研究 ( G O F S )
、

全球大洋中脊多学科实验研

究 ( R IE心 E )
、

全球生态系动态研究 (G L O B E C )
、

陆缘生态系研究 ( L M E R )
,

还有海洋生物

工 程
、

海岸动力学等研究计划
,

投入了大量的经费
。

再如
,

日本政府去年 4 月 24 日通过的
“

科学技术基础战略
” ,

把
“

海洋科学技术
”

与
“

地球科学技术
” 、 “

宇宙科学技术
” 、 “

高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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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科学技术
” 、 “

软科学技术
” 、 “

生命科学技术
” 、 “

信息电子科学技术
” 、 “

材料科学技术
”

相

提并论
,

作为八大
“
F u n d a m e n t a l a n d le a d in g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

之一
,

足见其对海洋科

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

在新的科技政策指导下
,

日本政府对中 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采取了积

极态度
,

在第六次双边会议上将中方提 出的一系列项目
,

包括
“

中国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

研究
”

等基金重点项 目都纳入了政府间协议 (项 目 )
。

日本 目前已经制定的有关全球变化的海

洋科学研究项 目有
:

海洋通量在地圈
一

生物圈中的作用
,

有关物质循环机制的调查研究
,

在陆

架海域循环过程中沿岸
一

外洋的物质通量研究
,

关于海洋中碳循环和固碳的研究
,

关于大气
一

海

洋界面物质通量的研究
,

与海洋物质循环有关的地球科学诸过程研究
,

海洋环境分析和综合

观测 系统的国际合作研究
,

关于太平洋的大气
、

海洋变动和气候变动的国际合作研究等等
。

其

他发达国家也加强了海洋科学研究
,

增加了经费投入
。

就连台湾省也大大增加了海洋科技投

入
,

据台湾去年出版的
“

重 点科技 中程计划
” ,

在未来 6 年中投入海洋科技的经 费总计

1 75
.

9 1 6 7 亿台币 (含筹建海洋博物馆 92
.

5 6 4 0 亿
,

筹建研究船队 9
.

8 亿
,

海洋科学研究经费

73
·

5 5 2 7 亿 )
,

折合 7 亿多美元
,

并制定了一系列研究计划
。

仅从以上列举的一些公开研究计

划
,

就可见当代海洋科学研究激烈竞争之一斑了
,

更不要说那些为了掌握制海权 (控制海洋

资源
,

取得海洋权益 ) 而进行的耗资世大的秘密研究了
。

但是
,

由于海洋 自身的广裹深邃和

海洋观测耗资巨大以及海上工作风险较大
,

加之联合国海洋法的颁布等等条件的制约
,

任何

一个国家想独霸海洋和海洋研究是不可能的
。

因而
,

在公开的全球海洋研究中
,

出现了国际

科学联盟理事会 (I C S U )
、

海洋科学研究委员会 ( S C O R )
、

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 IO C )

等组织倡导的多国参加的海洋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

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l( G B )P 中的

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 ( JG O F s)
、

海岸带海陆相互作用研究 ( L o lc z)
、

全球海洋真光层研究

( G O E Z )S
、

海洋科学与生物资源 ( O S L R )
、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 G ( X ) S ) 以及上面提到 的

W O C E
,

T O G A
,

G L O B E C 等等
。

在通往 21 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中
,

当代海洋科学尤其是沿岸陆架研究中的激烈竞争形势

非但不会改变
,

而且会愈演愈烈
。

对我们来说
,

南沙群岛的资源开发和归属问题以及黄东海

陆架专属经济区问题都将是棘手问题
。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洋科学学科根据上述形势
,

针对当代海洋科学研究的特

点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提出了
“

以研究中国海为主兼顾邻近大洋和极地海的远近结合的

研究格局
” ,

鼓励和支持基金项目组成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几年来
,

通过学科发展战略

和项 目指南引导
,

择优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在中国陆架及其邻近海域开展有关全球地学研究的

项 目
,

如属于 W O C E 范围内的项 目有
: “

太平洋低纬度西部边界流的研究
” 、 “

西北太平洋环流

及其对我国近海环流的影响
” 、 “

南海海流平均状况研究
” 、 “

黑潮源地和赤道区域的环流结构

研究
” 、 “

拉尼娜期间热带西太平洋的响应及其物理机制的研究
”

等面上项 目
, “

南海东北部海

区环流
`

配合
’

性合作调查研究
”
委主任基金项 目

,

以及
“

中国海陆架环流及其动力机制的

研究
”
和

“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实验研究
”

等重点项目
; 属于 JG O F S 范围内的项目有

: “

东

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的研究
”

重点项 目及与之配套的系列项 目—
“

南海北部垂 向颗粒通量

与沉积记录的关系
” 、 “

南海碳通量研究
” 、 “

物质全球循环中几个关键化学环节的研究
” 、 “

长

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生物生产过程研究
” 、 “

台湾海峡碳及生源要素通量研究
” 、 “

渤海海峡水交

换机制及其通量研究
”

等等
;
此外还有属于 T ( ) ( ; A

、

古全球变化研究 (P A G E )S 的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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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由于我国海洋开发重点海域在陆架区
,

且海洋科学研究经费投入较少
,

因此
,

我

国海洋科学研究的重点海区只能是中国海及其陆架和邻近大洋
。

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应是邻

近国家和地区
,

如 日本
、

韩国
、

俄罗斯
、

台湾
、

香港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澳大利亚
、

印度
、

孟加拉等
。

在全球变化的有关研究中
,

也必须和美国
、

加拿大
、

德国
、

法国
、

英国等国合作
。

现在我们已经开展了与 日本
、

台湾
、

香港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法国
、

德国
、

芬兰
、

瑞

典
、

俄罗斯
、

韩国等的合作
,

并正在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

如

1
.

中日海底地热合作研究
。

中方出船
、

日方出仪器
,

共同完成了
“

中国东部海域地壳热

流与地质构造关系的研究
” ,

为建立我国 自己的海底地热研究实验室和技术 人员培训作了充分

的准备
。

2
.

中日关于
“

中国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研究
”

合作协议
,

将保证获得单方难以获取的

必要资料
,

并将大大节约研究经费和时间
。

3
:

中日关于
“

西北太平洋环流及其对我国近海环流的影响
”

的合作研究
,

以中方船舶
、

日

方锚旋浮标系统和中方模式
、

日方的历史资料等作为互补
,

共同完成一方难以完成的任务
。

4
. “

南海东北部海域环流配合性合作调查研究
”

是大陆和台湾的合作调查研究
。

通过合

作
,

解决了单方难以获得的完整资料
,

填补了该特殊区域的研究空白
,

并将对过去的一些不

同学术观点予以澄清
,

因而具有特殊重要的学术意义
。

该项合作是在海峡两岸第一次
“

物理

海洋和海洋化学学术交流会
”

期间 ( 1 9 9 1 年 6 月 25 日一 6 月 29 日 ) 达成合作意向
,

得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主任基金的资助
。

这次会议还决定
,

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

会
,

并决定第二次会议于 1 9 9 3 年在厦门召开
,

第三次在台北召开 ( 1 9 9 5 年 )
。

基金会将支持

这些会议
,

并拟通过会议进一步落实一批合作项 目
,

扩大两岸海洋科学研究的合作
。

5
.

与香港的合作是一直通过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保持着
,

已经完成 了
“

香港附近

海域海浪数值模拟研究
”

和
“

南海海流平均状况研究
” ,

并将进一步扩大到海洋环境研究方面
。

由于香港 19 9 7年将回归祖国
,

今后与港方的合作应加强
。

6
.

与德国
、

俄国的合作
,

我国首次开展了海底热液烟 囱物研究和大洋中脊沉积环境研究
。

7
.

和芬兰
、

加拿大的合作
,

把我国的
“

海冰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
”

推上了国际海冰研究

的前沿
,

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赏识
,

争相要求与我合作
,

进一步扩大了合作单位和合

作领域
。

通过合作也稳定了我国海冰研究的队伍
,

特别是青年研究队伍
。

把基金项 目纳入政府间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外签署的合作协议
,

是基金项 目

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
,

应积极推荐
。

几年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洋科学学科把

一些有条件的优秀项 目推荐到
“

中美海洋
、

渔业科技合作协议
” 、 “

中日科技合作协议
” 、 “

中

法海洋科技合作协议
”

中去
,

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

通过 国际合作
,

更好地完成了项 目研

究计划
,

把研究成果提高到国际水平
; 取长补短 (缺 )

,

完成了那些单方难以完成的研究
;

培

养了人才并引进了先进仪器技术设备
。

世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形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

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提供

了 良好的国际合作条件和机遇
.

为使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在国际海洋科学研究中占据应有的地

位
,

仅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

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的重大战略地位
,

必

须由国家来决策
,

海洋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必须加强
。

同样重要的是
,

我们应当把青年研究

者推上国际合作第一线
,

推上国际学术会议舞台
,

对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应该给以连续支持
,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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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广交学术朋友
,

扩大国际影响
,

使他们能够在国际海洋科学的某些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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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 16 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办的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 16 届国际

晶体学大会 1 9 9 3 年 8 月 21 日一 29 日在北京隆重 召开
,

来自世界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4 0 0 多

位中外科学家出席了大会
。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英国女物理化学家霍奇金教授等众多国际

著名科学家出席本届学术大会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
、

著名物理化学家卢嘉锡
,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
,

北京市的领导
,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

本届大会共收到应征论文 1 2 5 4 篇
,

涉及生物大分子晶体学
、

生物小分子晶体学
、

蛋白质

和药物的分子模拟和设计
、

有机化合物晶体学
、

金属有机和配位化合物晶体学
、

无机和矿物

晶体学
、

无机晶体结构的工程和计算机模拟
、

材料与结构相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

晶体生长
、

工业晶体学
、

结构测定和解析方法
、 `

计算和图象以及仪器和实验技术等 21 个专题
。

共有大会

特邀报告 20 篇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委主任唐有祺教授
,

学部委员
、

中国科学院

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郭可信教授
,

学部委员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海福教授应

邀做了大会报告
。

大会还附设仪器
、

图书等展览
。

在大会召开前后
,

还在福州
、

北戴河
、

杭

州与北京等地举行了小分子结构
、

同步辐射
、

中子散射
、

粉末衍射和电子晶体学理论与技术

等五个卫星会议
。

(本刊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