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5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力以 ) 3年

法和技术路线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预期的社会影响 ;

申请者的科普经验 ;项目组的综合科普实力 ;经费预

算的合理性 ;其他渠道的配套资助经费比例
。

( )3科普专项 的组织推荐与遴选
。

重点围绕科

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
、

重大创新研究成果
、

科学前沿

与社会热点问题
、

优秀科学家及创新群体
,

由各科学

部根据分配指标组织推荐科普项 目
。

科普项 目专家

评审组对各科学部推荐的科普项 目进行认真讨论
,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遴选出建议资助项 目
,

提交委务

会审批
。

( 4) 后期管理
。

在项 目的实施过程中
,

加强项 目

组与科学部
、

计划局及科普专家组之间的沟通与联

系
,

以进行有效的过程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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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国际性研究中心

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与地位

王 茜 刘 勇 李 林

(第四军医大学科研部
,

西安 71 00 32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

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

势 日益加强
,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提高研究

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

我校地处西北地区
,

与沿海

地区相 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信息相对闭塞
,

对人才

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

为了学校的发展
,

我们提出了
“

一步跨过沿海
,

直接走向世界
”

的发展思路
,

加大了

开放的力度
,

开创 了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

我们

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
、

耶鲁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
、

英

国的牛津大学
、

日本京都大学等国外 24 所高校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

走出了科研工作的国际化之路
。

1 以重点学科优秀群体为依托
,

建立双边或

多边合作的国际性研究中心

当前
,

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特

点
,

一是意义重大的跨区域国际合作逐渐增多 ;二是

突出重点
、

强化优势
,

选择一些对本国经济和科技发

展有重要意义的优势领域进行合作
,

以便集中资源

快速发展
。

我校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

结合我校实际于 199 8

年与美国耶鲁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
、

波士顿大学
、

塔

夫茨大学
、

凯斯
·

西方保留地大学等 5 所世界著名院

校联合成立了西安国际分子医学研究中心 (以下简

称
“

研究中心
”

)
。 “

研究中心
”

分基础与临床两部分
,

分别依托于我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及消

化内科学教研室
。

这两个学科均 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
、

全军医学重点实验室
、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学

科
,

整体水平高
,

每个学科都有两位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消化内科还是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优秀创新研究群体
。 “

研究中心
”

采取课

题组长负责制
。

几年来
, “

研究中心
”

的科研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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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显著的成果
,

在重组胃癌特异性抑制剂的研制

及肿瘤细胞增殖抑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
,

获各类基金资助的数量
、

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

量明显增多
,

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及学术水平

的提高
,

也带动了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
。 “

研究中

心
”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专项

基金及海外优秀青年合作研究基金的资助
。

在
“

研究中心
”

成功的基础上
,

我校又与牛津大

学共同筹建了 oX 认N 国际抗体研究中心
,

双方共同

制订了
“

单克隆抗体研究计划
” ,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

研制分泌特异性识别与肿瘤研究
、

诊断和治疗相关

的人蛋白分子的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

由英

方出资配置一些必备的大型仪器设备
。

与牛津大学

合作的是我校国家重点学科组成学科免疫学教研

室
,

这个学科在国外较早地开展单克隆抗体技术
,

单

克隆抗体方面的技术与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目前承担着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及 国家
“

97 3
”

计划项 目的研究工作
。

在合作过程中得到 了

英方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与赞誉
。

目前该研究中心

正在与牛津大学的专家共同申请英国的官方资助
。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领衔的优秀研究群体为依托
,

并

在我校有长期工作积累
,

研究成果较多的
“

肿瘤基础

与临床
”

及
“

单克隆抗体技术
”

等领域确定合作项目
。

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
,

良好的国内工作基础是

国际合作的前提
,

只有突出自身优势进行国际合作
,

才能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及智力资源
,

提高我们的

学术水平及地位
。

2 发挥我方优势
,

提高我国在国际合作研究

中的地位

在过去的国际合作中
,

由于我们在研究经费
、

关

键技术
、

设备和信息等方面的不足
,

很难处于主动地

位
。

近几年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高
,

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
:
在参与国际科研合作

中
,

我们应拥有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地位
。

因为随着

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全球化
,

能否在国际合作中占有

重要地位已成为维护 国家主权
、

保障经济安全和发

展高科技的关键
。

我校在组建国际性研究中心时
,

充分发挥 自身

优势
,

突出医学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

选择国家杰出青

3 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

保障各项计划

的顺利实施

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
,

不同学校的管理制度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
。

因此
,

在洽谈国际合作中如果能

有熟悉合作双方情况的专家从中协调
、

沟通
,

将使合

作进程大大加快
。

海外留学人员是我们进行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

他们不仅熟知双方的制度

及管理规定
,

还了解彼此的科研工作情况
,

能帮助双

方较好地就合作事宜达成共识
。

我校的两个国际性研究中心都是在海外留学人

员的帮助下建成的
。

我们还请海外留学人员做研究

中心的课题组负责人
,

共同招收培养研究生
。

这不

仅保证了合作项 目的顺利实施
,

也培养了一批高质

量的研究人员
。

国际合作的重要 目的是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事

业
,

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与地位
。

在国内建立 国际

性的研究中心的模式能有效地实现这一 目标
。

这方

面的工作我们尚处在尝试阶段
,

今后我们还将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
:
一是努力为国际型研

究中心做好服务工作
,

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 ;二是探

索新的国际型研究中心的管理模式
,

形成有效的运

行机制 ;三是进一步发挥海外留学人员的作用
,

逐步

形成一批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在国内的实验室和研究

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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