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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国际合作交流新模式
。

继续寻求与国外企业或机构设立联合基金的可能性
;

搞好中加资源

环境高技术中心的筹建工作
;

并以此为典范
,

探索与其它国家建立类似的合作中心
、

合作研

究基地的可能性
;
考虑设立国际合作研究基金

,

直接受理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在时机成熟时

设立回国定居留学人员科学研究启动基金
。

( 5) 加强不同国家
、

区域政策调研
,

筹建信息库

继续组织资助一些针对性强的软课题项 目
,

如基础研究在不同国家
、

地区政策的研究
,

以

确立我对外工作重点
;
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吸引海外 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政策研究
;

以及在港澳回归祖国前夕如何加强对港澳地区的科学合作交流等研究课题
。

做好基础积累
,

考

虑筹建专家库
、

管理信息库
、

国内外青年人才库
、

国外基金机构库等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管理水平
。

致谢 本文参考胡兆森
、

孙枢和顾明达三位同志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研讨会
”
上的讲话

写成
,

特向上述报告作者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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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促使我国科技尽快立足国际前沿

王介民 高由禧 沈志宝 胡隐稚

(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

兰州 73 0 0 0 0)

19 88 年到 1 9 9 4年
,

我们在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实验

研究
”

(
“

黑河实验
” , H IE F )E 中

,

与日本以京都大学为首的 10 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许多科

学家进行了长期密切的合作
,

在此期间
,

还通过访问和国际会议
,

和欧美及第三世界科学家

有广泛交往
,

深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
。

l 在科研活动中应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国际科学界的一员

H IE F E 是在我国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进行的一次陆面水文大气实验研究
,

但它一开始就

是国际性的
。

叶笃正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广泛联系
,

做了开拓性工作
;
此外

,

在

该地 区进行的这一实验
,

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 c R )P 和国际地圈
一

生物圈计划 ( IG B )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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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和 80 年代中期国际上进行的几个同类实验相比
,

黑河实验具有地处

干旱区而且下垫面较为复杂的特点
,

所以除去日本方面外
,

美
、

法
、

德等国科学家也都曾到

现场访问
,

表示了合作的愿望
。

国际上的关注与合作
,

使我们能较快地掌握世界有关研究的

现状和趋势
,

及时制定 (或修正 ) 实验计划
,

有关工作始终紧靠国际前沿
。 “
黑河实验

”
野外

观测连续进行了两年半时间
,

包括 8 个不同学科目的的加强观测实验
,

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
,

涉及大气
、

水文
、

土壤
、

生物等多个学科
,

加上初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现象
,

提出的一些新

观点和几年来发表的百余篇研究报告和论文
,

使
“
黑河实验

”

项 目在国际上受人瞩 目
。

除去

索取资料和论文外
,

有些国家的科学家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的新计划
;
有些人来信希望利用

黑河资料来中国做一段工作
。

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

即自己不仅在为祖国
,

也在为世界

科学的发展做工作
。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路子 比过去更宽了
,

形成了一个 良性循环
。

2 在国际合作中注意扬长补短

我们所长之处
,

包括在一定方面较好的科研基础
,

我们有拼博精神和毅力
,

以及某些客

观的优势等
。

扬我之长
,

方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

并在合作交流活动中保持较为主动的地位
,

使

合作按课题计划和我们的愿望顺利发展
。

你总要取得对方的信任
,

还能给对方一些好处
,

特

别是
,

科学家都很喜欢一些新的进展
,

新的思想
。 “

黑河实验
”

还有一些地域优势
。

中国西北

干旱区这么大的一块
,

对全球气候和环境肯定有重要影响
,

而过去的工作又做得相对较少
,

所

以引起国际科学界许多同行的关注
。

这也是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发展的一个契机
。

另一方面
,

取人之长
,

补我之短
,

即学习和利用别国的仪器设备和思想方法
,

做一些单

靠国内做不到的工作
,

并逐渐提高国内在有关科研方面的整体水平
。

这里切忌盲 目的自卑或

骄燥心理
。

在
“

知己
”

的同时
,

尽量透彻地
“

知人
” ,

用人之长
,

避人之短
。

国内同行在一起
,

由于处境相似
,

了解也较多
,

大家的想法做法常常很相近
,

但与国外科学家接触
,

常常就像

打开一扇窗户
,

感受到一些新鲜的思想
。

特别是参加较高水平的国际会议
,

尽管开销大
,

很

累人
,

许多报告也和 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

但常常都因某个人的报告或谈话
,

自己豁然开朗
,

另

辟蹊径
。

当然也不是国外科学家的一切都对
。

此外
,

不同国家或不同部门的科学家也各有短

长
,

如 日本科学家一般就不如欧美的思想活跃
。

19 9 4 年我在西欧一个研究中心利用陆地卫星

遥感和黑河实验的地面观测相结合
,

分析一个流域的能量和水平衡
,

结果很好
,

在中尺度大

气模式方面也得到不少新思想
。

这些是我在
“

黑河实验
”
以来多年想做而国内又做不到

,

在

日本也得不到响应的工作
。

所以国际合作也不能只囿于一家
,

那样也许反倒束缚了 自己
。

3 国际合作搞得好
,

往往事半功倍

黑河地 区进行的这次大规模陆面过程实验研究
,

由于成为中日合作项 目
,

大大增强了项

目本身的整体实力及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

中日两国参加
“
黑河实验

”

的各有十多个研究所和大学
,

中方有 30 多名高级研究人员
,

日

方也有近 20 名
,

包括了大气
、

水文
、

生物
、

化学等多个学科和一批技术人员
。

学科上互补
,

总体研究力量大大增加
。

中日两国科学家长期共同进行野外观测
,

发挥各自优势
,

并经常相

互切磋
,

对取得的资料及时进行合作分析研究
,

不仅加强了友谊
,

也大大有利于 H IE FE 整体

研究水平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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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还为
“

黑河实验
”

支持了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
,

这对解决国内大型实验所需经费设

备不足问题起了巨大作用
。

日方作为中方的代理人
,

曾协助我们向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

基金 ( SJ )C 申请获得了 10 0 0余万 日元的仪器设备
。

由日方装备的两个 H IE F E 基本站和五个

自动气象站的全部仪器设备
,

将留在中国继续合作使用
,

其总价值超过 8 0 0 0 万 日元
。

中日合作
“
黑河实验

”

计划执行以来约 5年时间里
,

中日双方分别约有 70 人次互访
,

包

括中方近 20 名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培训
,

或参加国际会议和合作研究
。

这个实验项 目
,

还帮助

我们打开了国际合作通道
。

除去 日本外
,

还增加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些一流科学家的交往
。

1 9 9 4年 n 月
,

日方获得 1 0 0 0 余万 日元的资助
,

我们在 日本举行了较大规模的 H IE F E 国

际科学讨论会
,

有近百名来自中国
、

日本
、

德国
、

美国
、

印度
、

埃及等国的科学家参加
。

会上

报告了论文约 84 篇
,

并对 H IE F E 已有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总结
。

著名的德

国 OBJ
eJ 教授 (I G B P /BA

H C 主席 ) 和美国大气物理学家 B us ign er 教授对 H IE FE 的成绩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
,

认为在中国西部干旱地区进行的这次大型陆面过程实验研究
,

是国际科学的前沿

课题
,

对加深有关地气过程的了解并进而了解
“

全球变化
” ,

改善全球大气环流模式 ( G c M )
,

有重要意义
。

会上发表的大量报告表明
,

H IE F E 已取得的资料是十分宝贵的
。

中日两国科学

家应为所完成的出色工作而自豪
。

他们还对 H IE F E 的研究结果和今后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

见
。

在参加 IA M A P l/ A H S
,

G E W EX 等国际会议中
, H IE F E 的进展同样得到很大的关注

,

国际

合作的开展
,

给我们的工作不断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
,

许多过去不曾想到或想到而难以做到

的工作
,

很快变成现实
。

中老年科学家的知识得到更新
,

还培养锻炼了一批青年人
,

这些都

是
“

关门搞科研
”
不可能做到的

。

4 通过国际合作
,

提高国家声誉

“
黑河实验

”

的资料分析和研究工作
,

现在还有很多不足
。

由于时间所限
,

一些综合性的
、

区域尺度上的工作还做得较少
。

尽管如此
,

国外一些科学家仍然对这一项 目的初步完成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

在许多国际合作活动中
,

我们不仅认识到有些外国人
“

真行
” ,

而且认识到我

们 自己也
“

真行
” 。

许多国外同行的较高评价
,

自然也就增加了国家的荣誉
,

提高了中国人的

声望
,

并进而拓宽了合作的道路
。 “
黑河实验

”
现在还在以

“

中 日合作干旱环境综合实验计

划
”

的形式延续
,

我们同时还开展着与欧美的其他合作
。

当然
,

我们总要 3士直旦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
,

并自觉地借他 山之石
,

攻我山之玉
,

以求

国家科研和其他方面的更快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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