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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 )历来

重视国际科技合作
,

按照国家外交大政方针和科技国

际合作发展规划
,

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
,

结合

我国经济
、

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等科学问题
,

加强顶层

设计
,

通过开展高水平
、

实质性和可持续的国际合作
,

努

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良好

环境
,

以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
。

为了支持中国科学家在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上与

国外同行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

基金委于 2 001 年设

立了
“

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

在
“

平等合作
、

互惠

双赢
、

立足前沿
、

突出重点
、

注重实效
”

原则指导下
,

实施卓越管理的理念
,

不断提高项 目申请
、

受理
、

评

审的水平
,

持续加大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经

费投入
,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

6 年来
,

共资助重大国

际合作研究项 目 1 52 个
,

资助经费 1
.

6 亿元
。

为了规范和加强管理
,

我委根据此类合作项 目

的特点以及充分发挥导 向作用的原则
,

专门制定了

《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管理规定 》
,

规定重大合作

研究项 目主要资助
:

( 1) 围绕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

先资助领域开展 的重大合作研究 ; ( 2) 结合我国迫

切需要发展的研究领域开展 的重大合作研究 ; ( 3)

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研究项 目和计划 ;

( 4) 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开展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 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外对 口协议

单位共同组织的双边或多边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同时
,

对拟开展的合作研究项 目提 出了具体要

求
:

( 1) 合作研究 目标明确
,

具有鲜明的科学创新

性
,

重点突出
,

重视学科交叉 ; ( 2) 合作研究方案合

理可行 ; ( 3) 合作研究队伍属于强强 合作
,

优势互

补 ; ( 4) 具有长期 良好合作基础 ; ( 5) 合作各方在人

员
、

经费和设备条件等方面具有切实投入和保障
。

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的设立体现了我委鼓励科学

家开展创新性研究
、

提升合作层次与规模的宗旨
,

实

施以来受到科学家和全委上下的高度重视
,

申请数

量逐年增加
,

申请质量稳步提高
。

为做好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的受理
、

评审和资助

工作
,

我委各科学部
、

国际合作局和相关局室按照卓

越管理的理念
,

密切合作
,

注 意凝练优先领域
,

梳理

管理流程
,

不断规范管理措施
,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
。

在项目申请过程中
,

采取发布申请指南 (明确

优先领域和资助重点 )
、

网上集中受理 (同时填写 中

英文申请书 )
、

自下而上 申报和 自上而下组织相结合

的方式
,

使科学家的申请更有针对性
、

更方便
,

项目

申请质量大幅提高 ;在评审过程中
,

根据重大合作研

究项目的特点
,

采取以国内专家为主
、

吸收海外评审

专家 (不低于三分之一 )参与评审
,

或组成专门的中

外联合评审组
、

国际专家组进行评审 (例如中芬加神

经科学合作研究项目是由来自中国
、

芬兰
、

加拿大以

外的 8 个国家 17 位专家专门组成的两个 独立国际

评审组进行评审
。

国际评审专家的评审
,

保证了合

作研究项目的科学性和高起点
,

使合作研究更容易

产生预期的成果 )
,

委内综合评议组进行学科和项 目

总体质量的综合审议 ;在项 目遴选方面
,

我委强调
“

我需为主
,

平等互利
”

和项目的创新性
、

合作的必要

性
、

互补性
、

计划 的可行性以及联合资助
、

成果共享

等原则
,

严把项 目质量关
,

体现 了提倡竞争
、

激励创

新的指导思想
。

在科学家的热情参与
、

专家的严格

评审和我委的精心组织管理下
,

已资助的重大合作

研究项 目
,

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性
、

长期的

合作基础
、

很强的合作必要性和互补性
。

六年的工作实践证明
,

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的实

施对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

作用
,

该类项 目已成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不可或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

经过我国科学家及

国外合作者的密切合作
,

在一些前沿领域取得 了举

世瞩 目的成果
,

在世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

“

拟南芥全部转录调控因子蛋白组学研究
”

是我委

重大国际合作资助额度最高的项 目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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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遗传所等与美国耶鲁大学等七个单位密切配合
,

应用蛋白质组学研究的新思路
、

新技术
,

对拟南芥全部

转录调控因子的蛋白质结构
、

功能
、

活性及蛋白质之间

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

以彻底揭示拟南芥全部

转录调控因子基因的功能
。

经过国内外多个研究组的

合作攻关
,

三年时间里克隆了 科 个拟南芥转录调控因

子家族中 1300 多个基因
,

获得了拟南芥所有已知和预

测的 1864 个转录因子的序列
,

分别对植物特有的一些

转录因子基因功能进行了研究
,

进行了蛋白质芯片制

备试验
,

在影响因子为 n
.

2 的 尸勿 nt C以l 等核心刊物

上发表多篇论文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通过科学基金资助
,

中国科学家开展 了大量地

质古生物研究和国际合作
,

有关云南澄江寒武纪动

物群
、

辽西中生代热河生物群
、

早期脊椎动物
、

浙江

煤山二 /三叠纪地层
、

新疆
、

内蒙古地 区的恐龙动物

群等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

先后在 cs 艺en ce
、

aN ut er 和

其他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 论文
,

在国

际古生物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水平 已居世界前列
,

成为世界研究中心
。

通过
“

系统芯片设计方法及其电子设计自动化

关键技术研究
”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资助
,

清华大学
、

北

京大学
、

浙江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研究

团队共同成立了
“

国际系统芯片研究中心
” ,

通过合作

研究
,

全面系统地汲取国际系统芯片设计方面的诸多

领先技术
,

提高了研究起点
,

发挥了我国在此领域的

研究特长
,

完成 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

果
,

在本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12 篇论

文
,

在本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29 篇
,

被

CS I收录 22 篇
,

被 EI 收录 91 篇
,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6 项
。

这项合作使我国在系统芯片的电子设计 自动

化关键技术方面取得新突破
,

在集成 电路系统设计方

法和工具方面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

并进一步形成实用

产品
,

有助于推动我国系统芯片产业化的发展
。

我委与科技部
、

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 理所和 四所大 学参与欧洲 核子研 究中 心

( C E R N )大型强子加速器的两个大型探测器 CM S 和

AT I五S 的合作
,

取得重要进展
,

为中国科 学家在实

验
、

理论和计算上取得创新成果争取到了一个国际一

流的超大型实验平台
,

使我国在国际大型设备建造和

今后的研究
、

信息共享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
,

同时也

为我国组织
、

实施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积累了经验
。

“

中国水稻 /小麦 F A C E 研究
”

项目成功引进了 日

本水稻 F A C E 项 目价值高达 1 000 万美元的 F AC E 系

统全部软件和大部分硬件
,

联合国内十几个研究单

位
,

与德国
、

美国等七个国家的 F A C E 研究组开展 了

有效的实质性多边合作研究
,

取得 了高水平研究成

果
。

此项研究为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搭建了工作平

台
,

中德科学家还成功地 申请到了面上基金项目 10

余个
、

D F G 项目 8 个
、

欧盟框架项目 2 个
,

累积获资助

经费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

中日
、

中意羊八井宇宙线观测合作项目在点源和

暴的寻找
、

宇宙线的
“

膝 区
’

能谱
、

宇宙线太阳物理等

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
,

采用 RP C 粒子探测技术
,

把

传统的广延大气簇射粒子取样观测发展到全收集观

测
,

在羊八井建造了世界第一个 6 500 时
“

地毯
”

式 sA
阵列

,

并在宇宙线和天体粒子物理学领域开展了一系

列前瞻性
、

创新性的非加速器物理研究
,

相关文章在

& ic n ce 上发表
,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十一五
”

期间
,

基金委国际合作将加强 国别政策

调研和顶层设计
,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政

策的导向作用
,

通过拓宽合作渠道
、

加大经费投入
、

确

定优先领域
、

强化竞争机制
、

推进国际评审等措施
,

精

心组织和支持更多的高水平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

包括

中国科学家创意和组织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中国科

学家牵头或参与的重大合作研究计划 (项 目 )
,

双边和

多边协议框架下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中国科学家利

用国外大型设施开展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等
,

推动我

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养
。

在管理

方面
,

将加强总体规划和设计
,

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
,

明确科学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和管理主体
,

加强

对内对外的沟通协调 ;合理分配经费
,

严格加强对经

费预算
、

审批
、

使用各环节的宏观调控和监督
,

努力提

高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的资助效益
。

同时
,

在保证对等

投入原则的前提下
,

悟守平等互利
、

成果共享
、

保护知

识产权
、

遵守国际惯例的原则
,

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

略考虑
,

大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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