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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全球科学合作
:
科学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基石

R it a R
.

C o lw e ll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美 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2 223 0)

我很 高兴有 幸在此

向这 么多杰 出科 学家致

辞
。

再次访 问中国
,

我深

感荣幸
。

作为人类
,

我们生性

好奇
。

我 们总 是想 要利

用知识增进我们的福扯
。

对科学知识 的追求
,

满足

了 我 们 最 基 本 的 渴 望

—
即了解世 界 如何 运

转
,

我 们如何适 应 于它
。

人类 的经验证明
,

对科学

知识 的追求是一个 强大

R i t a R
.

C o lw e
l l 博士在做演讲

识 的生 产
、

传播和利用
。

中国在完成这些 目标 中

的贡献至关重要
。

地球 的环境 和 多样

化的生态系统绝无国界
,

科学 家几个世 纪的发现

也 已跨越 了国界
。

我们

科 学家常常充 当了不 同

语 言和 文化 间交 流与合

作的
“

信号传递 者
” 。

我

所说的
“

信号传递者
”

是

什么意 思 呢 ? 拿 人类 与

多细胞生 物体内信号传

的工具
,

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并建立一个和平
、

进步

的世界
。

科学在现代社会促进人们合作的最显著的

例证之一
,

就是其在 中美人 民之间重新建立友谊和

信任中所发挥的不同寻常的作用
。

此时
,

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黎明
,

我们分享共同

的命运
。

我们两国与世界其他 国家有许多共 同之

处
,

尊重渴望和平
、

进步和人类与环境间可持续 的平

衡
。

对科学知识 的共同追求又一次照亮了我们 的前

程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的优秀遗产
、

对现代科学知

识 的诸多贡献
、

以及促进
“

科教兴国
”

的决心
,

给我以

极大的信心
。

我相信
,

我们两国可以同世界其他国

家一道
,

迎接 21 世纪将要面临的挑战
。

作为科学技

术伙伴
,

我们将为全球 的利益
,

大大提高研究生产

率
,

推进科 学发现方面有力 的
、

切实 的进步
。

19 9 8

年 3 月的《人 民 日报》曾引用江泽民主席的话
, “

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

在新世纪里
,

整个世界都

将需要由中国强大的创新精神带来的创造力
。

科学与工程事业正面临的和在新世纪初将要面

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

也许就是如何利用科技提高地

球承载力和为各 国造福
,

以及如何改善世界范围知

递活动作比喻
,

通过信号传递来达到不同细胞 间活

动的协调以维持机体的存活
。

对于科学界而言
,

这

种
“

信号传递
”

远远超过这样 的生化反应
,

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学科之间的互通信息
,

所有生物学家
、

生态

学家
、

物理学家
、

计算机专家
、

工程师以及行为和社

会科学家都要能识别与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有关的信

号
,

这将需要不同国家
,

不 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们通

力合作
,

以求生存
。

当我们不 同学科
、

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开展合作

时
,

我们的工作将彼此相连
、

协调一致
,

并通过这种

融合
,

获得力量与洞见
。

与历史上任何其他力量不

同
,

科学
、

工程和技术 已经规定与设计了我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
,

将来还会如此
,

而且步伐将会加快
。

但科

学技术必须为我们的后代造福
。

美国医 学研究者
、

天花疫苗的发现者乔纳斯
·

苏克 ( Jon as S欲k) 曾说过
,

“

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做一个好前辈
。 ”

在历史上
,

多

数国家将我们根本的资源—
空气

、

水
、

耕地
、

森林
、

植物和野生生物视为理所当然
,

没有哪个 国家可 以

被视为保护资源的英雄
。

美国也没有很快地尽力解

决这些问题
。

看看我们所有的人对水的关心就可发

现这一点
。

水的问题包 括其供给
、

洁净度及其维持

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 iR at R
.

Col we n 博士 1998 年 10 月 12 日在 中国科学院的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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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能力
。

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
。

虽然我们称我们的星球 为地球
,

但我们应该更

恰当地称之为水球
,

因为海洋组成 了我们 自然环境

的绝大部分
。

我们还注意到
,

水在我们 的身体 中也

占到了 70 %
,

这与地球表面约 70 % 的水覆盖率竟惊

人的相似
。

作为科学家
,

我们敏锐地意识到
,

尽管地球 上的

水很丰富
,

但可供人类利用 的只占很小的部分
。

地

球上仅有 3 % 的水 是淡水
,

其余 97 % 是海水
。

在这

3 % 中
,

2 % 是冰川或冰盖
。

而且
,

我 们还知道
,

就这

1% 可利用的淡水还常常出现在不恰 当的时间和地

点
。

最近中国和美国的洪灾就是一例
。

我们还必须

考虑垃圾和污染的现实问题
。

当我们在尽力解决 日

益增长的全球人 口 问题时
,

垃圾和污染也在掠夺 我

们有限的水源
。

因此
,

水的问题成为我们面临的一

大挑战— 理解生态系统
、

满足农业需求
、

保护安全

的饮用水
、

维护海 洋和我们食物源的卫生
。

这些问

题把国际科技合作提到首位
。

只有通过学科间的合

作才能获得解决的方法
。

对于科学界来说
,

机遇 与

责任并存
,

并 由此形 成研究方 向和社会理解的综合

新观念
。

我将此新概念称为
“

生物复杂性
” 。

生物复杂性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
,

或生态系统

动力学
,

或 可持续性
,

而是这三者的总和
。

当我们谈

及维持生物多样性时
,

我们 主要是指保护地球土植

物和动物的多样性
,

这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 的 目标
。

但
“

理解生物复杂性
”

是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

探索和

记载
、

记录世界生态系统的巨大多样性还不够
,

尽管

这一点是必须 的
,

但我们还应努力去发现组成我们

球星系统复杂的化学
、

生物和社会 间的相互作 用
。

从这些虽细微却复杂的相互关 系
,

我们 可能得 出可

持续性的基本原理
。

人类和整个星球 的生态生存都

依赖于开展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
。

我们世界的复杂性也包括我们如何交流
、

如何

处理 日益增多的大量信息
、

数据和知识
,

多种信息爆

炸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新的
“

大发现时代
” 。

在 巧 和

16 世纪
,

几个 强国环 球航行
,

寻找新 的贸易线路和

贸易将要带来的财富
。

同时
,

也在勾画这个世界 的

大小和形状
,

发现居住于斯的居民
。

只有远渡重洋

的船只才能发现这种知识
,

将其带 回所属国
,

并使之

强大起来
。

历史学家保罗
·

肯尼迪在其著作 《伟大力

量的兴衰》中描写 了这个时期
。

他写道
, “

西班牙 的

大帆船在西海岸往返
,

与载有 中国丝绸 以换得秘 鲁

白银的菲律宾船只会合
,

开始还只是各 自分离 的打

张
,

渐渐变成彼此相连的整体… … ” 。

肯尼迪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异域文化如何相互了

解
,

如何建立起对彼此技能的尊重
,

如何产生对彼此

物产的兴趣
,

但同时他也对那些远涉重洋活动的另

一种力量做 了描述
。

他指出
, “

知识方面— 科学技

术— 的平行发展… … 改进了制 图学
、

导航设备
、

诸

如望远镜一类的新仪器… … 更先进的造船方法 … …

新的作物和植物品种 … … 冶金术… …
” 。

今天
,

计算机
、

快捷通讯
、

巨型数据库 和广泛的

分析能力 已将我们带人又一个环球航行时代
,

我们

现在凭借着有力的工 具探索我们的宇宙
,

揭开从亚

原子到超级宇宙的奥秘
。

正如触发了科学技术进步

的航船一样
,

我们密集且复杂的信息之船 正在引发

30 年前甚至不敢想象的大发现
。

第一个大发现时代持续 了 200 年— 但无论从

何种意义上讲
,

未使所有的国家平等受益
。

与之相

比
,

我们 的新 时代还处在萌芽 期—
才 只有 10 年

—
它有能力大大促进所有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

多年来
,

中美科学家一直进行着成功的合作研

究
。

现在
,

除了支持单个的项 目之外
,

我们也必须开

始考虑更广泛的合作
。

我们必须考虑整体的政策问

题
。

这对增加科学
、

工程和技术界的活力
,

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

制定这样一个政策的 目标是基于如下的

考虑
,

即对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不 同方面和方法 的

更深人的理解与欣赏
,

将改善两国国内和双方 的合

作的计划
,

以促进科学
、

工程和技术资源及其在为广

泛的文化
、

社会和经济 目标服务的应用方面
,

有效
、

平衡地发展
。

我们兴趣的范围必须确保我们正在跨越不同学

科
,

正在从全球角度提出科学问题
,

正在对全人类的

知识基础做出贡献
。

惟其如此
,

我们才
一

能够帮助确

保世界和平和地球 的生存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兴趣覆盖 了从数理科学

到社会科学及经济学的广泛学科
,

还有全球变化
、

研

究教育一体化
、

知识和智力分布
、

生命和地球环境以

及未来教育等跨学科 专题
。

同样
,

中国也有许多特

别感兴趣的学科 和专题
,

如全球变化
、

大陆动力学
、

生物海洋地理学
、

近海海洋科学
、

神经科学
、

纳米科

学
、

金融数学
、

天文学 ( 空间天文学和射 电天文学 )及

信息科学
。

我们可 以一起探讨我们兴趣 的共 同点
,

并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合作
。

科技合作从 70 年代起就在 中美人 民友谊 中起

到重要作用
,

科学技术 为双方的互惠互利继续发挥

着作用
。

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
,

科 学技术方面的伙

伴关系将更加重要
,

对科学
、

工程与技术进步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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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科技界 2印 多位专

家学者聆听 了 凡 at R
·

c
o

lw e l l博士 的演讲

对促进和平
、

人类健康与福利也是如此
。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

科学和教育将继续跨越

前沿
,

在全世界范 围繁荣与发展
。

合作把我们带人

新的处女地
,

我们将携手成为新世纪的开拓者
。

在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

科技方面的伙伴关系
,

将在发展

科学和推进和平 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

(政策局 龚旭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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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在农业科学方面的合作交流关系不断发展

199 8 年是中国和法 国科技建交 20 周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N SF )C 主任 张存浩教 授 19 9 8

年 9 月下旬率中国科学基金代表团访问法 国期间
,

9

月 22 日访问了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 NI R )A
。

为了深人发展和推进中法两国科学家在农学和

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合作与交流
,

访问期间
,

张

存浩教授代表 N S F C 同法国 NI RA 主席帕约坦先生

正式签订了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法国国家

农业科学研究院科学合作协议
” 。

此协议系 19 9 3 年

以来
,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继与对法国国家科 学研

究中心 ( C N R )S 和法 国原子能委员会 ( CE A )签署两

个科学合作协议之后
,

签署的又一个新协议
,

将为促

进中法两 国继续发展和加强在基础科研方面的友好

合作交流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资助可能
。

(国际合作局 吕蓓蕾 供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签署 了科学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