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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新科技政策及从中得到的启示

罗长冲

(第三军医大学科研部
,

重庆 4 0 0 03 8)

20 02 年 10 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组织 自

然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共 27 人
,

赴澳大利亚进行 了为

期 22 天的学习培训
。

现将学习培训情况总结于后
,

供同道参考
。

1 主要收获

1
.

1 科技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的科技管理体制是 由联邦政府起主导

作用的多元化体制
。

联邦政府制定 国家科技政策
、

重大科技发展计划
,

负责资助政府科研机构
、

大学
、

合作研究中心和国家重大工业科技计划的实施
。

各

州政府负责管理和资助本州的农业
、

卫生
、

环境和能

源领域的科技工作
。

总理科学
、

工 程和创新理事会

( 1衣侣 E IC )是澳大利亚最高科技决策机构
,

由联邦总

理 出任主席
,

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

就重大科技问题 向

政府和议会提交有关科技与创新方面的咨询报告和

政策建议报告
。

联邦教育
、

科学和培训部是澳大利

亚科技工作的主管部门
,

负责制定国家的科技政策
,

管理国家研究机构 (如 CS 1(R ) 等 )
,

实施 国家重大科

技发展计划
。

但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的科技政策和

科技计划 由联邦卫生部制定
,

农牧渔业领域的科技

政策和科技计划由联邦农牧渔业部负责制定
。

澳大利亚国家科研机构主要由联邦科学与工业

研究组织 (巴n 《 ) )
、

核科学与技术组织 ( A N S R〕 )
、

海

洋研究院 ( A爪侣 )
、

国防科学与技术组织 ( I石卫 ) )和大

学组成
,

其中岱1(R ) 是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的主体力

量
。

该组织成立于 19 26 年
,

现有 65 个研究所
,

近 1

万名研究人员
,

研究领域涉及农业
、

矿产
、

能源
、

航

空
、

气候
、

制造
、

信息
、

建筑
、

环境
、

医药和健康等 22

个主要行业
,

其中电力
、

太阳能和天然气与我国有紧

密的科技合作
。

该组织 已 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大
、

研究领域最广
、

也最具多样化的科研机构之一
。

值得一提 的是
,

岱且《 ) 虽然是 国家 的最大研究

机构
,

却非常重视科学研 究与 科学普及有机结合
,

CS ll 《 ) 在堪培拉总部建立了一个科学普及 中心
,

一

方面向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

另一方面生动形象

地展示 CS ll袱〕 的科技成果
,

极富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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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政策及重大研究计划

近年来
,

澳大利亚 的科技政策致力于使国家成

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知识经济强国
。

为适应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
,

在制

定科技政策上
,

着眼于加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

高
,

建立强大的科学
、

技术和工业基础
,

强调研究成

果的商业化开发
。

特别是 20 00 年 2 月
,

澳大利亚召

开了全国创新峰会
,

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现状
、

优

势和劣势
、

面临的挑战
,

以及如何建立并保持澳大利

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等 问题
,

共提出了 140 多项

建议
。

会后成立的创新峰会实施小组
,

于 8 月底 向

总理科学
、

工程和创新理事会提交了
“

创新—
开启

未来之门的钥匙
”

的工作报告
。

同时
,

为制定联邦政

府新的科技发展战略
,

联邦工业科学和资源部部长

委托首席科学家开展了
“

澳大利亚科学能力评估
”

研

究
,

于 2 000 年 n 月发表 了科学能力评估报告—“

改革的机遇
” 。

在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
,

联邦政府

制定了
“

国家创新行动计 划
” ,

于 2 0 01 年 1 月 29 日

由总理正式发布实施
。

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

面
,

一是增强产生新思想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 二是加

速新思想的商业化应用 ; 三是开发和保持澳大利亚

的技术能力
。

计划提出在今后 5 年 内增加投入 29

亿澳元
。

为配合
“

国家创新行动计划
”

的实施
,

联邦

政府先后制订并 出台了一系列科技计 划和政策措

施
。

( 1) R勿〕 税收 减免计划
。

面对近 几年 企业 对

及址) 投入持 续下 降的趋势
,

创新行动计划宣布
,

政

府在未来 5 年再增加 1
.

15 亿澳元用于 凡纽〕 的税收

减免
,

补充 目前每年 4
.

6 亿澳元 的 凡组 )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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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

另外
,

除了目前 125 % 凡对〕税收减免外
,

对于企

业新增加的 1记刃 投入将直接给予 17 5 % 的奖励税收

减免
,

而不是创新行动计划宣布的那样要考虑 R妇〕

投入的密度
,

简化了该政策的实施
。

这 一变化使在

创新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再增加 8 000 万澳元 的 凡纽〕

税收减免额
。

( 2) 合作研究 中心 ( C R C )计 划
。

为 了集 中力量

解决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

有助于研究成

果的商业化和建立创新企业
,

澳大利亚于 1 9 90 年开

始实施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

该计划将大学
、

研究机

构和企业的有关力量集成起来
,

促进这些机构 间的

长期合作
,

鼓励它们增加 R& l〕经费的投入
。

政府与

C R C 签订的资助合约一般 为 7 年
,

无论是延长现有

的 C R C 还是新设立的 C R C
,

都需要经过 同样 的申请

和评审过 程
。

到 目前 为 止
,

先后共建立了 1 23 个

C R C
,

目前仍在运行的有 64 个
,

涵 盖了澳大利亚经

济的主要领域
。

( 3) 国家重点研究设施计划
。

2 0 01 年 8 月
,

联邦

政府发布了国家重点研究设 施计划项 目
,

共 15 项
,

即 1 拓刀早放电天文望远镜装置
、

神经科学 的研究
、

蛋

白质组的分析与研究
、

同步加速器研究计划
、

基因组

的研究
、

纳米的结构分析
、

宽带网建设
、

先进的细胞

工程
、

数字地球系统模型的研究
、

国家集成系统网络

的电视测试
、

国际家畜资源和信息中心的建设
、

葡萄

酒的研究
、

海洋流体 动力学 的研究 沪
迁 a f u r a 一

下~ 海

域生态系统的研究和保护
。

(4) 新 技术商业化 计 划 ( ( I玉正 T )
。

政府 投 入

3 00 0万澳元实施 以如卫r 计划
,

资助企业对新 出现

的技术进行商业化
,

帮助企业克服将研究思想商业

化的困难
。

这个 计划通过帮助组织高效 的管理 队

伍
、

发展成功的商业计划
、

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并进行

市场研究
,

来提高澳大利亚的商业技能
。

( 5 )创新参与计划
。

为了提高澳大利亚的创新

能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

澳大利亚认为必须尽可

能共享其他国家科学家 的科技成果
,

为此
, “

国家创

新行动计划
”

宣布未来 5 年投入 1 亿澳元实施创新

参与计划
,

主要内容包括
:

在澳大利亚国际科技合作

协定和合作计划框架下
,

支持科学
、

工程和技术的战

略性合作
,

使研究人员和企业获得世界前沿技术 ; 通

过吸引全球的专家将世界级 的技术
、

技能和专长到

澳大利亚实现产业化
,

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集 团从

事海外技术研究任务
。

( 6) 种子基金计划
。

为 了帮助大学和国家研 究

机构在获得风险投 资和其他计划支持 之前
,

对具有

商业化前 景的技术进行早期 开发 (如进行 中期试

验 )
,

政府设立种子基金计划
。

此计划作为现有计划

的补充
,

特别侧重于前期的投入
,

以利于培育早期风

险资本市场
。

( 7) 设立
“

创新专利
” 。

澳大利亚 于 2 001 年 5 月

24 日起设立新的
“

创新专利
” ,

替代原有 的小发明专

利
。

这种新的创新专利将采用相对 比较快捷和容易

的方法来保护知识产权
,

保护那些不符合 目前专利

体系发明要求的创新和新技术
。

创新专利有效期为

8 年 (以前的小发明专利为 6 年 )
。

( 8) 成立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

为改进澳大 利亚

知识产权管理
、

利用和保护
,

澳大利亚决定成立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
,

重点研究与知识产权管理
、

宣传等有

关的政策问题
,

主要 由经济
、

管理
、

法律
、

科技等方面

的专家组成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将在未来 4 年为

其提供约 4 00 万澳元的经费
。

( 9) 成立信息和通讯技术 ( IC T )中心
。

澳大利亚

投入 1
.

3 亿澳元
,

建设世界级的 ICT 能力中心
,

以提

高澳大利亚在国际 ICT 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竞争 力
。

这一行动是
“

国家创新行动计划
”

的一部分
,

得到了

IC I
,

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普遍欢迎
。

该 中心在加强

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同时
,

重点进行 ICT 的前沿研究
。

( 10 )成立生物技术能力中心
。

这是创新行动计

划的一部分
,

在未来 5 年将投资 4 6 50 万澳元
,

建设

具有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中心
。

该

中心将促进具有市场前景的世界级的前沿生物技术

的研究和发展
,

吸引投 资
,

培育澳大利亚企业
,

使其

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

( 1 1) 建立
“

联邦研究员
”

制度
。

这是根据
“

国家

创新行动计划
”

采取的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措施之

一
。

实行联邦研究员制度
,

是通过提供有 国际竞争

力的工资来留住关键的研究人员
。

联邦研究员将获

得 5 年 n 2
.

5 万澳元的工资
。

首批 巧 名联 邦研 究

员全部来 自澳大利亚的几所著名大学
。

此外
,

为更好地实施
“

国家创新行动计划
” ,

联邦

政府 已决定成立国家创新宣传理事会
,

实施国家创

新意识战略
,

进一 步提高公众的创新和科技意识
。

同时
,

颁布了新的技术移民政策
,

特别是在技术移民

的临时配额中至少保留 2 500 个名额
,

用于在澳 1〔又
,

学生的永居申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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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的基础研究及其管理

( l) 管理机构
。

澳大 利亚研究理事会 ( A R C )和

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 H N IR C )是澳支持基础

研究的两大管理机构
。

这 里仅介 绍 川限二的有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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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川
。

A R C 成立于 1 9 65 年
,

其职责包括发展战略
、

计划制订与实施
,

项 目评审与管理等
。

主席一般 由

在科学界享有盛名
,

并倍受同行推崇的科学家兼任
,

首席执行官 由在研究和管理方面作出过杰出贡献的

科学家或管理专家担 任
。

下设六大学科 咨询委员

会
,

即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

工程和环境科学
、

数学
,

信

息和通讯
、

物理学
,

化学和地质学
、

社会学
,

行为学和

经济学以及人文科学和创造性艺术学科领域
,

几乎

涉及除航空航天以外的所有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

学
。

( 2) 项 目类别与资助原则
。

目前 A R C 的年预算

资助经费约 3 亿澳元
,

每年资助约 4 0 00 个大
、

中
、

小

型项 目
。

2 0 01 年 A R C 出台了一个新的国家竟争基

金计划 ( N CG P )
,

将过去 比较分散的资助计划压缩为
“

发现
”

( iD s

~
尽 )和

“

联接
”

( iL kn ag e )两种资助计划
。

发现计划通过公开和透 明的竞争
,

重点资助最优秀

和最有前途的研 究人员
,

特别是年轻科技人员的成

长和创新理论及技术
。

发现计划的主要资助原则有

8 条
:

( ! )使用更先进的 国际同行评议 系统对最具

国际竞争力
、

水平最高的项 目进行资源配置 ; ( ii )国

家竞争的需求
,

满足优先资助领域
; ( iij )支持优秀的

青年科学家和创新理论 与新技术 ; ( iV )培养以团体

为基础
、

解决问题型的研究方式 ;( v )可延长对全国

最优秀
、

最富创造性的研究人员的资助
,

以鼓励创新

和提高影响力的研 究 ; ( vj )建立 A R C 重点实验室
,

囊括大型研究网络
,

如地区
、

国家和国际的研究及研

究培训创新平台 ; ( vII )澳大利亚 的研究和基础设施

要达到国际水平
,

以驱动研究水平的提高 ; ( iiiV )项目

资助最大强度为每年 50 万澳元
,

最长资助年限为 5

年
。

这些原则充分地体现了澳大利亚通过基础研究

来培养人才
、

夯实发展知识经济的科学基础
,

从而提

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

( 3) 项 目类型与评审
。

发现计 划设三种项 目类

型
,

即小项 目
、

大项目和优秀群体
。

小项 目资助周期

为 3 年
,

每年 2 万澳元 ;大项 目资助周期为 5 年
,

每

年 50 万澳元
;
优 秀群 体资助周期为 5 年

,

每年 2 00

万元澳元
。

所有项 目均经过两轮评审
,

评审内容
、

标

准及权重为
:

( i) 项 目申请人的研究经历
、

基础和声

誉
,

占 4 0 % ; ( l! )项 目的重要性和创新性
,

占 30 % ;

( ”! )研究方案的相关性和 满意 度
,

占 20 % ; ( !v )项

目所体现的国家利益
,

占 10 %
。

每个项 目由 8 位专

家评审
,

其中 5 位来 自 A R ( : 专家委员会
,

2 位国内同

行专家
,

1 位 国外 同行专家
。

如果某一项 目有 2 位

以上专家的评审意见不一致
,

可 以再选 择 1 位专家

评审
。

所有项 目的评审意见均反馈给 申请人
,

并进

行答辩
,

然后决定是否资助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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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转移

澳大利亚的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国

家计划来实现的
,

如前所述的
“

新技术商业化计划
” 、

“

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 ,

以及
“

研究与开发 启动计划
”

和
“

创新投资基金计划
”

等
。

这里简要介绍大学和研

究机构的成果转移途径和方式
。

大学和研究机构科

技成果的转移
,

主要是通过
“

联接计划
”

来实现的
。

“

联接
”

计划将鼓励并拓展研究所
、

工业和大学

之间的联合研究
,

并对具有战略意 义的国家和 国际

研究基础设施进行投入
。 “

联接
”

项 目将尽量扩大与

英联邦相关项 目计划的合作机会
。

“

联接
”

计划的资助原则是
:

( 1)
“

联接
”

项 目的灵活性将把高质量
、

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研究与产业相结合
,

并鼓励在创新 系统中

进行合作 ;

( 2) 资助的刺激作用将鼓励科学研究面 向工业

的需求
,

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国家受益 ;

( 3) 通过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合作
,

发展壮大优先

领域科技队伍
,

并增加支持 力度 ;

( 4) 产业界的一系列伙伴关 系将促进创新系统

中的人员流动 ;

( 5) 更多地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对等的同盟关

系
,

为提高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对世界的影响创造更

多的机会 ;

( 6) 鼓励共享澳大利亚和国外研究基础设施和

主要设备的发展和使用 ;

( 7) 建立重点实验 室
,

作 为区域
、

国家和 国际研

究与研究培训的创新网络平台 ;

( 8 )创造机会
,

增加对科研的公共和私人投入 ;

( 9) 项 目资助最大强度为每年 50 万澳元
,

最长

资助年限为 5 年
。

此计划规定
,

联邦政府与工业界的投入 比例原

则上各 占 50 %
,

但在具体过 程中
,

企业投入往往大

于国家投人
,

如本年度国家投入 7 780 万澳元
,

而企

业则投入了 8 5 00 万澳元
。

联接计划项 目的评审 内

容
、

标准及 权重 为
:

( I ) 申请 人的经历 与声誉
,

占

2 0 % ; ( 万 ) 项 目内 容—
重 要 意 义 和 创 新性

,

占

25 %
,

研究方案 占 20 %
,

国家利益
,

占 10 % ; ( iii )工

业合作伙伴的承诺
,

占 25 %
。

联接计划项 目的资助

率约 50 %
,

今年为 49
.

2 %
。

成果分享
,

大学和工业

界 (企业 )各占 50 %
,

其中大学 50 % 的分配 比例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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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院系和个人各占 1/ 3
,

其中个人部分如果是研究

生与导师合作完成
,

则各 自占一半
。

据统计
,

澳大利

亚大学和研 究机构 成果转移 (化 )成功率在 25 % 一

3 0 %
,

但上市率仅为 1 %
。

2 讨论与启示

2
.

1 科技政策是加快国家经济科技发展 的前提 和

保证

应当说
,

澳大利亚在 (死汇D 国家中
,

无论是经济

实力还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都属于第三世界
,

但正

因为如此
,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国家科

学技术的发展
,

以此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知

识经济的发展
,

从而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

因此
,

澳大利亚首先在科技政策上作了重大调整
,

而

且是全方位的
。

既有国家宏观科技政策
,

如
“

国家创

新行动计划
” ,

又有具体而微观的科技计划
,

乃至成

立
“

信息和通讯技术中心
”

和
“

生物技术能力 中心
”

一

类的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发展的前沿

性研究机构
。

不难看 出
,

澳大利亚人在分析 国内和

国际形势后
,

十分清楚 21 世纪经济发展的走 向和 自

身面临的挑战
,

下决心对国家科技政策进行重大调

整
,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科技投入
,

发展知识经济
。

这其 中有很多可供我国学 习借鉴的地方
,

如在科技

投入方面的
“

R勿〕 税收减免计划
” ,

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
“

创新专利
” ,

以及吸引人才的技术移 民政策等

等
。

通过政策调整
,

采取新 的措施来促进国家科技

与经济的发展
。

2
.

2 发挥资源优势
,

推动民族科技的发展

澳大利亚地广人少
,

资源丰富
,

盛产羊
、

牛
、

小麦

和蔗糖
,

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国和生产国
,

农牧业和采矿业为其传统产业
。

因此
,

澳大利亚在

农业科研与食品加工
、

医药和生物学
、

采矿技术和矿

产加工
、

通讯技术
、

环境科学与环保技术方面作为优

先发展领域
,

突出本国的资源优势
,

并取得了世人瞩

目的科学成就
。

如医学领域的乳腺癌
、

黑色素瘤
、

不

孕症
、

糖尿病
、

抗流感药物和生物学等均取得了突破

性成就
。

澳大利亚 4 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

均属医学或生物学领域 2l[
。

我国在中医中药方面也

是世界上的资源大 国
,

但在很多方面却落后于 日本

和韩国
,

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特别是在国家优

先资助领域的选择
、

战略导向项 目的申请与评审
,

以

及科研经费的投向与投量上应当做更大的调整
,

采

取更有力的措施
,

真正发挥资源优势
,

促进祖国传统

医药事业的发展
,

尽快提高 我国中医药在国际上 的

影响和学术地位
。

2
.

3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推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成

果转化

A R C是澳大利 亚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之

一
,

但随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

研究水平不断

提高
,

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不断增多
,

加之

国家发展知识经济对科学技术的需求
,

A R C 及时调

整了传统的资助计划和框架
,

设立面向高校和科研

机构与产业界紧密合作的
“

联接计划
” ,

以此来促进

和推动高校及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转化
。

一方面为

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辟了科学研究的
“

第二战场
”

和发

展空间
,

另一方面又吸引了企业增加对科技的投入
。

这样既有利于高校和 科研机构科技 资源的有效利

用
,

又有利于企业增强新产品的开发能力
,

实属一个
“

双赢
”

的战略
。

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产

学研结合
,

充分发挥高校
、

研究院所和企业各 自的优

势
,

促进企业新产品开发能力的提高
,

但十多年来的

实践证明
,

效果并不太好
,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国家

层面上没有一个既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
,

又面向企

业的重大科技计划
,

虽然我们也有攻关计划
, “

8 63
”

计划
,

但没有把企业紧密结合进来
,

经费上也仅限于

政府财政投入
,

所以到 头来还是各搞各的
,

收效 甚

微
。

因此
,

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
,

如

果离开了企业将难以有效推进
,

应 当说这也是造成

我国企业技术或产品引进
、

落后
、

再引进的循环式重

复引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

分析和

研究
。

参 考 文 献

【1〕 A u s tr a l ia R
e
se 茁 hc ( b山

l e i l
.

h tt p :

/ /
~

.

ayr
.

琢 w
.

au

【2〕杨建邺
.

20 世纪诺贝尔奖获奖名单辞典 〔M 」
.

第 1 版
.

武汉
:

武

汉出版社
,

2 (x〕1
,

97 9
.

T H E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P O L I C Y O F A U S T R A L I A A N D I T S I N S P I R A T I O N

1又】0 hC
a l褪少u n

(刀留 爪诫肠 Z如创 加阮垃
:
以 饰八” 乱妙

,

(天功坦斌心 40以】3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