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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贯强调国际合作与

交流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
,

促进科学基金事

业的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并致力于在开拓合

作渠道
,

促进学术交流
,

提供经费保障等方面为广大

承担基金项目的科技人员营造一个有助于他们参与

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环境
,

旨在通过实质性的国际

合作交流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
,

在世界更

广泛的科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

随着基金事业的迅速发展
,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

一个多种类型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的资助机制
。

相

继设立 了国际合作研究
、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在

国内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

接待外国科学家来华
、

出国

考察和交流等 6 种类型的 国际合作交 流的资助项

目
。

另外
,

建立 了资助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

专项基金和资助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交流专项

经费
。

满足了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国际合作的需

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划出一笔专项经费用于

资助开展各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

随着科

学基金总额的不断增加
,

用 于国际合作交流 的专项

经费也将逐年增长
。

在一定程度上为承担科学基金

项目的科技人员参与各类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提供 了

经费保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着平等互利
,

优势互补
,

成

果共享的原则
,

与世界各国的科学组织和科学家开

展合作与交流
。

逐步形成了以下对各类国际合作交

流项 目的择优立项和优先资助原则
: ( l) 有助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科学目标的实现 ; ( 2) 有

助于青年人才的培养 ; ( 3) 有助于跨学科
、

跨学部
、

跨

部门项 目的立项和执行 ; ( 4) 有助于我国科学家发起

和参与区域性全球性科学项目和计划 ; ( 5) 有助于承

担各类基金项目的科技人员利用国外的大型科学研

究设施和我国尚不具备的研究条件和实验室设备 ;

( 6) 有助于提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国际影响

和我国科学家的国际地位
。

1 近年来的工作进展

随着人类对 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人和经济全球

化不可逆转的发展
,

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竞

争更趋活跃
。

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
,

区域性全球性

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正在逐渐成为一种为世界各国普

遍接受的科学研究方式
,

其双边或多边性质科学研

究计划 的组织
,

筹款
,

知识产权分享和运作机制都在

不断发展和完善
。

各国政府也纷纷制定近期和长远

的国际合作政策和战略
,

尤其重视大科学
,

能源和环

境等领域内的合作
,

并纷纷设立专项费用为国际合

作提供经费和政策的保证
。

大科学工程和大型研究

计划正 以其前沿性和跨学科特性推动着科学的发

展
,

其规模
,

投资
,

风险都愈来愈大
,

国际合作正成为

各国政府对保证大科学工程和大型研究顺利开展的

共识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

对撞机
,

国际空间站计划等大科学工程和大型研究

计
一

划成为科学界和有关资助机构关注的热点
。

现代

化的信息和网络手段优化了研究资源的配置
,

极大

地推动了国际科学合作向深人发展
。

基于对上述科学研究 国际化的认识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的工作方针是
:
大力推动实质性

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

为使更多领域的科学基金

研究项目及年轻科技人才进人世界科学前沿创造条

件 ;在合作渠道
,

项目类型和资金保障等方面营造一

个有助于广大科学家参与实质性国际合作的良好环

境
。

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
推动合作

,

营造环境
。

19 % 年开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俄罗

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达成协议
,

双方每年共同资助不

少于 30 个合作研究项 目
。

向着共同立项
、

联合资

助
、

合作研究
、

分享成果的实质性合作迈进 了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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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合

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

1998 年
,

双方共同资助的协

议项 目已达到 10 个
。

项 目涉及数理
、

化学
、

生命
、

地

球和材料等多个学部
。

英国皇家学会的投人达 到

13
·

8万英磅
。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北京 ) (简称
:
中德

中心 )的建立标志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德

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的良好合作进人一个新的阶

段
。

中德双方本着边建设边开展活动的方针
,

两年

多来
,

先后组织召开了
`

中德同行评议研讨会
’ 、 `

中

德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双边会议
’ 、 `

中德科技基金中

的立法问题研讨会
’ 、 `

中德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研

讨会
’

等双边研讨会
。

预计
,

建在北京 的中德中心大

楼将于 2X( 刃年正式启用
。

199 8年
,

科学基金还重点支持了一批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
,

重大国际影响的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是一个多国参与的国际粒子

物理实验室
。

参与各类实验工作的有来 自 45 个 国

家的 5 仪旧多位科学家
。

该中心建造的大型强子对

撞机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

全长达 27 km
,

总

建设投人达 17 亿美元
。

我 国科学家参加建造的

CM S 大型探测器直径达 巧 m
,

长度达 lZ m
,

重量达

12 500 t
。

包含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技术
。

如此

规模的大型科学装置的建造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

独立完成的
,

只有通过国家合作才能开展
,

高层次的

国际合作使 中国科学家站在了世界的科学前沿
。

199 8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科技部
、

中国

科学院联合支持了中国科学院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和山东大学的科学家参与欧洲核子中心两个大型探

测器的研制工作
。

支持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利

用欧洲核子中心的对撞机开展宇宙线中高能奇异粒

子行为的研究
。

科学基金资助的中 日合作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循

环观测实验是我国开展的一系列大型气象科学试验

之一
。

199 8年中日联合进行了为期 4 个月的观测
,

达到了预期的研究 目标
。

19 99 年双方将进行第 2

次联合观测
。

为此
,

日方投人了 2 亿日元的设备和

研究费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资助 了联合观

测
。

该项观测实验是科学基金
“

九五
”

重大项 目淮河

流域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和研究的组成部分
,

研究

成果旨在揭示大气活动的内在规律
,

提高对全球变

化及我国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的预测能力
。

通过国

际合作 日方提供了先进的观测仪器 和部分研究费

用
。

该研究对于全球能量和水分循环的国际计划也

是一个重要贡献
。

对于防御和减少气候灾害
,

合理

利用水资源将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199 8年
,

科学基金资助 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利用俄罗斯
“

和平号
”

空间站开展的空间两相流实

验研究
。

两相流 问题是力学和物理学中的重大课

题
,

这次空间实验在学术上和应用上都有重要意义
。

199 5年科学基金支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

电工研究所和航天部一院等单位参加了丁肇

中教授主持的阿尔法磁谱仪的研制项 目
。

中国科学

家承担了磁谱仪的关键部件
,

顺利通过空间环境模

拟试验和美国宇航局的安全审查
。

阿尔法磁谱仪作

为人类送人太空的第一个研究反物质和暗物质的科

学装置
,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国际影 响
。

显示了中国科学家极高的科学素质和研究水平
。

科学基金历来注重支持中国科学家利用国外优

势促进国内研究工作的开展
。

大洋钻探计划 ( OD )P

是一项多国参与的大型科学合作项 目
。

199 8 年我

国正式参加大洋钻探国际合作计划
。

该计划的研究

工作是 由一艘科学研究钻井船进行的
。

19 99 年 4

月
,

该船成功地在我国南海完成了 184 航次的研究

计划
,

研究东亚季风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

意义
。

这一航次的科学思想是由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的承担者同济大学的汪品先院士提出的
,

他是这一

航次研究工作的首席科学家之一
。

科学基金支持的中国季风区古环境演变机制及

其与全球变化的动力学联系研究就是大型国际科学

合作计划
“

南北半球古气候计划
”

的组成部分
。

该研

究计划在 10一巧 年间完成北极穿越美洲大陆到南

极 ( PE R I )
、

北极穿越东亚大陆到澳洲大陆再到南极

( PE R ll) 和北极穿越欧洲及非洲大陆到南极 ( PE -P

111 ) 3 条环球地质大断面的研究工作
。

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 刘东生 院士是 PE P
一

n 的首席科学家之

一
,

负责主持制定了研究项 目的执行计划
。

水稻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
、

总产量最高的粮食

作物
。

水稻的研究水平直接影响着水稻的产量和品

质
。

科学基金每年资助约 25 项水稻生理
、

病理
、

遗

传和育种研究
。

最近
,

科学基金与菲律宾国际水稻

研究所正在筹划联合立项进行
“

水稻分子育种
”

的研

究
。

中国农业科学院
,

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将联合

主持这一研究项 目
。

另外
,

科学基金还与国际玉米小麦研究中心联

合开展 小麦品质改 良和病虫害防治的合作研究
。

19 99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玉米小麦

佃卜母日幸帐翻钦冶
ó6



6 30 L引 禾
丁
于 推 余 卜冷旧可

研究中心正式签订 r 合作备忘录
。

为双方的长期合

作 与交流建立了稳定的渠道
。

为了推动深入的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
,

鼓励

广大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的科技人员参与国际合作与

交流
,

科学基金与外国科
一

学基金组织 和研究机构共

同倡导和成功地筹划 r 一系列在国内外召开的双边

学术研讨会
,

加深 了中外科学家之间的 了解
,

使双方

的合作逐步走向深人
,

推动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合作

研究的开展
。

如与中国科学院
、

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组织召

开的中美前沿科学讨论会
,

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联

合召开的中荷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和功能研讨会
,

与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筹划的中瑞流行病学研

讨会
,

与韩国科学 与工程基金会召开的中韩东北亚

地球环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

与捷克 国家资

助局联合召开的中捷先进光电子技术研讨会等双边

研讨会都大大加强了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

对酝

酿新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为进一步密切双方的

合作交流开拓了新的局面
。

2 近期的工作重点

( l) 继续鼓励和支持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

推动有重大学术价值
,

重要国际影响和可持续

发展的国际合作项 目 鼓励双方开展共同立项
、

合

作研究
、

成果共享的合作

叱2 )大力培育深人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深入的有实质内容的合作与交流是需要培育

的
几

配合基金
` ’

十五
”

规划 和优先领域
,

积极与国外

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机构合作
,

共同筹划双边学术

讨论会
,

推动有实质内容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3) 积极营造培养
、

吸引
、

稳定人才的良好环境

科学基金将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青年科学家
州

.

织和参与各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

并采

取措施加大各类国际合作项 目资助中向年青科技人

员的倾斜力度
( 4 )继续鼓励和支持大科学工程和重大研究计

划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大科学包括以大型设施为基地的研究计划
,

如

对撞机
、

加速器
、

哈博望远镜等等和以科学问题为目

标的研究计划
,

如全球变化
,

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

无论是从基地建设的角度
,

还是支持科学家们在这

些大型设备和计划中开展 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角度
,

科学基金都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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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0 0 0 年度跨科学部交叉重点项目领域

.

é Jtlù̀.肠月一一. 一们八.U创..户̀

1
.

数理科学部

( l) 共混 /填充高聚物体系的动态力学行 为

(2) 高功率脉冲 z
一

R cn h 的内爆
、

辐射特性和脉冲功率技术的

基础研究

(3) 离子注入光电晶体波导结构的基础研究

2
`

地球科学部

l) 区域性短期气候过程的非线性预测理论与方法

3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扩1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切 5 1 )用硅材料中杂质和缺陷的基础

研究

4
.

信息科学部

了l) 碳纳米管电子传输和发射特性及其应用的关键技术

(详细介绍请见即将出版的《2仪X)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