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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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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于 2 001 年设 立了

资助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

(以下简称重

大合作研究项目 )
,

体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鼓励中

国科学家开展创新性研究
、

提升合作层次与规模的

宗旨
,

也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为实现从交流

型国际合作向研究型合作过渡的重要举措
。

1 八年来组织实施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总体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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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科学基金委持续加大对重

大合作研究项 目的经费投入
,

项 目申请数量逐年增

加
,

申请质量逐步提高
,

8 年来累计资助重大合作研究

项目 2 44 个
,

资助经费 2
.

5 亿元
。

按国别划分
,

所资

助的合作研究项目涉及 40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

织
,

其中
,

与美国的合作经费占到了总资助经费的

28 %
,

与美国
、

日本
、

德国
、

英国
、

意大利
、

法国
、

澳大利

亚
、

俄罗斯的合作项目共占总经费的 84 % ;按学科领

域划分
,

生命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分别占总经费的

24 % 和 17 %
、

我国传统的优势学科数理科学
、

化学科

学
、

地球科学分别占总经费的 19 %
、

17 % 和 巧%
,

信

息科学部和管理科学分别占 6 %和 1 %
。

为规范和加强管理
,

专门制定并修订了《重大国

际 (地 区 )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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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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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各方具有长

期良好的合作基础 ; ( 5) 合作各方在人员
、

经费和设

备条件等方面具有切实的投入和保障
。

为做好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的受理
、

评审和资助工

作
,

自然科学基金委内各科学部
、

国际合作局和相关

局室密切合作
,

注意凝练优先领域
,

不断梳理管理流

程
,

规范管理措施
。

在项目申请过程中
,

逐步采取发

布申请指南 (明确优先领域和资助重点 )
、

网上集中受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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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评审过程中
,

采取纳入

全委年度大评审系统
,

增强了项目的横向对 比
、

竞争

性和可比性
。

根据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的特点
,

采取了

以国内专家评审为主
、

吸收海外评审专家参与
,

综合

评议组进行学科和项目总体质量的综合审议共同进

行的方式
。

另外
,

针对协议渠道组织的项目
,

组成专

门的双 /多边联合评审组
、

独立的国际专家评审组进

行评审
,

如中国
、

芬兰与加拿大神经科学合作研究项

目
、

中国与丹麦癌症项目
、

中国与奥地利医学项目的

评审
。

国际评审专家的参与
,

保证了合作研究项目的

科学性和高起点
,

使合作研究更能产生高质量的成

果
。

在项目遴选方面
,

自然科学基金委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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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项目的管理方面
,

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委内

各个科学部的主体管理作用和 国际合作局的综合协

调
、

对外联络作用
,

并采取了以学术交流为主要 目的

的中期检查和集中的结题方式
,

定期召开成果和经验

交流会
,

共同研究项目合作中的问题
,

取长补短
。

在

科学家的热情参与
、

专家的严格评审和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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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精心组织管理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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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
,

自然科学基金委非

常重视通过双边协议项目凝练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

如

3A 前瞻计划
、

中国与日本环境技术
、

中国与美国化学

合作
、

中国
、

芬兰与加拿大加神经科学计划
、

中国与德

国跨学科合作计划等
,

都是通过多年的双 /多边合作

后逐步形成和凝练出来的
。

2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成果卓著

8 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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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类项目已成为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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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

事例一
。 “

拟南芥全部转录调控因子蛋白组学

研究
”

经过国内外多个研究组的合作攻关
,

3 年时间

里克隆了 4 4 个拟南芥转录调控因子家族中 13 0 0 多

个基因
,

获得了拟南芥所有已知和预测的 1 8 6 4 个转

录因子的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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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2 的 lP
a nt a “ 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

论文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事例二
。

通过科学基金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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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
,

一些成果入选历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成果
,

有的

被评为世界十大科学发现之一 )
,

并先后在 & i en ce
、

Na ut er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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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例三
。 “

系统芯片设计方法及 其电子设计 自

动化关键技术研究
”

全面系统地汲取国际系统芯片

设计方面的诸多领先技术
,

发挥了我 国在此领域的

研究特长
,

完成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

使

我国系统芯片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取得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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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例 四
。

中国科学家参与欧洲 核子研 究中心

( C E R N )大型强子加速器两个大型探测器 C M S 和

A T D巧 的合作
,

取得重要进展
,

为我国在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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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该

项大型国际科研计划
,

有利于我们了解和学习重大国

际科研计划的发起
、

组织
、

运作和协调等管理手段和理

念
,

为我国组织
、

实施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积累了经验
。

事例五
。

中日
、

中意羊八井宇宙线观测合作项

目在 下点源和 了暴的寻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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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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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羊八井建造了上万平方米

保温实验大厅和世界第一个 6 5 0 0 平方米
“

地毯
”

式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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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了

一支勇于奉献
、

富于创新
、

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
,

实

现了以我为主
,

跨越式发展
。

事例六
。

中国与爱尔兰
“

纳米接触磁电阻材料

及其自旋电子输运性质的研究
”

项目研制出基于
“

纳

米闭合型磁性隧道结
”

为基本结构单元的新型磁随

机存取存储器
,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成果鉴定认为
,

该

项研究
“

原创性和新颖性显著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

3 今后工作展望

今后
,

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围绕科学基

金的中心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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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双 /多边协议框架下的重

大合作研究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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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进一步加强总体规

划和设计
,

完善管理办法
,

进一步明确自然科学基金

委内各个科学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
,

加强对 内

对外的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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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惜守平等互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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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1 努力通过开展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实现跨越式

发展

国际合作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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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在资金
、

技术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后来居上
、

直奔

发展的大目标
,

就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

通过开

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
,

获取急需的国外智力
、

资金

和技术资源
,

用较短的时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

举打开局面
。

羊八井 A R G O 项目在这方面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
。

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的支持下
,

我国科学家与日本
、

意大利同行开展了有效的合作
,

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形成了一个国际

化
、

现代化的大科研格局
。

今后
,

应围绕学科优先发展领域
,

与国家相关科

研管理部门共同加强对在我国开展的
、

以我为主的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的支持
,

吸引国际一流科学家和

国外技术
、

设备
、

资金等
,

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实质性

国际合作
,

实现跨越式发展
,

使我国尽快成为某些领

域的国际科研中心
。

3
.

2 注意在合作中体现以我为主

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既要讲究平等合作
,

集所有

合作单位之所长
,

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
,

从而保证项

目顺利实施
,

又要实实在在地体现以我为主的原则
。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

中国科学家要取得
“

以我为主
”

的主导地位
,

关键是在平等合作
、

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
,

力争主动
,

担当重要角色
,

在合作中充分发挥我

方的优势和作用
,

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

同时
,

要积极

主动地学习
、

消化
、

掌握关键技术
,

牢牢掌握主动权
,

为项目顺利实施和获取最大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

真正做到
“

以我为主
” 。

3
.

3 重视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

在中国进行的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

中国科学家

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整个项目的主要组织和协调工

作
,

在科学问题的谋划
、

实验平台的建设
、

技术路线

的设计中
,

集所有合作单位经费
、

设备
、

技术和研究

思想之所长
,

开展平等合作
,

同时还要尽可能确保各

投入方在项目中的显示度和利益
。

这中间涉及到大

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

既有与国家主管部门和各资助

机构的协调
,

也有项目参与人员之间的协调
,

同时还

有与海关
、

当地政府
、

众多合作单位的协调
。

项目主

持人要像重视科学研究和设施建设一样重视方方面

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

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

同

时要重视利益分配
、

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工作
,

事先

对这些问题做好规划
、

协商和必要的处理
,

以免在合

作过程中产生纠纷
。

我国科学家要注意学习国外机构在此类项目中

的组织管理经验
,

并把这些经验用在目前在建和待

建的项目 (如大亚湾中微子合作
、

5 00 米射电天线项

目等 )上
,

提高合作效益
,

保证项 目的顺利实施
。

3
.

4 通过项 目实施
,

加快人才的培养

开展战略型合作和实施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

需

要有一批能够进入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家队伍和众

多有发展潜质的青年科研人员
,

同时也需要 一批具

有国际化观念和思维
,

熟悉国际合作规则
,

外语熟

练
,

有组织和驾驭国际合作项目能力的管理 人员
,

重

大合作研究项目也是培养这类人才的摇篮
。

我们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

采取有力措施
,

让我方人员有充

分展示和锻炼提高的机会
,

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广泛

交流与合作
,

加快我国科研人员
、

尤其是青年人才的

成长
,

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显示度
。

同时
,

要认真加

强国际合作队伍和管理能力的建设
,

以讲政治
、

讲政

策
、

懂业务和通晓国际合作规则为基本目标
,

提高中

国科学家
、

项目管理单位和我委工作人员的外事
、

业

务素质
,

不断学 习
,

努力实践
,

强化我们开展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能力
,

提升国际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

并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

3
.

5 同步考虑研究
、

技术
、

建设
、

信息处理等方面的

工作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

尤其是涉及到大型科研设施

建设的项目
,

要重视对基础科学间题的前期预研
,

要

在设施建设前就提前凝练
,

超前部署
,

有序规划
,

逐步

落实
。

要围绕科学问题进行设施建设
,

通过技术攻关

促进设施建设和研究进展
,

而不是为建设备而合作
,

更不是等设备建好了再考虑科学问题
。

这条经验是

今后所有大科学国际合作项目都要十分强调的
。

3
.

6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
、

主动拼搏的精神
,

坚持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

独 立 自

主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无论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都

是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立 足点
,

也是开展

国际合作研究的灵魂
,

是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可持续

发展的原动力
。

在项目执行过 程中
,

我们要发扬拼

搏精神
,

勇于担重任
、

攻难关
,

真正掌握核心技术
,

抢

占科技制高点
,

奋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
,

切实增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

3
.

7 加强国家相关部门的协调
,

形成合力
,

共同支

持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或计划往往涉及到巨额的资

金和复杂的科学问题
、

技术条件和实验设备
,

单靠某

个机构的一家之力很难支持
,

需要 国家相关部委 的

密切协调与合作
,

在顶层设计
、

项 目组织
、

资金投入

和外事协作等方面互相支持
,

集中和优化各方资源
,

形成合力
,

联合资助
,

共同支持我国科学家在共同立

项
、

平等投入和成果分享的原则下
,

主持或参与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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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机构参与
、

投资强度大
、

周期长的大型国际合作

项 目
。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国家科字 口部委专业部门

和国际合作部门的联动机制
,

根据各 自的资助原则

和职责范围
,

采用同行评审甚至国际评审
,

认真遴选

我国科学家创意开展的
、

有中国研究特色的国际大

科学计划
,

进行联合资助
,

保证项目在设施建设和开

展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有充足的经费支持
,

减少科学

家的后顾之忧
。

4 结语

当前
,

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

创新创造 日新月

异
,

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

科技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彰显
,

科技已成为支撑

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
。

考虑

到基础研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建设创新型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要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业 目前

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

对此
,

我们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

认识
,

要始终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
。

我们要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和理念
,

准确把握当今科学发展

的内在规律
,

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
、

科学国际化呈现

的新特点
,

准确把握科学技术在国家竞争和外交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

准确把握加强自主创新对国际合作的

新要求
,

充分利用基础研究的良好发展机遇
,

扩大对

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

充分利用和吸纳全球创新科技资

源
,

在更高水平上积极推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合

作
,

实现科学基金的战略型合作
。

T H E R E V I E W A N D P R O S P E C T O F N S F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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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已成为企业的主动选择 ;重视科技普及
、

应用科

技成果造福社会的价值取向正被越来越多的科技人

员接受
。

在 2 0 0 6 年
“

科技进步奖
”

中
,

有些奖励项目

具有政策指标意义
。

以《野性亚马逊—
一个中国科

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
、

《身边的科学》
、

《协和医生答

疑丛书》
、

《 <信息战冲击波>国防教育系列片》
、

《王洪

军轿车饭金快速修复法 》等为代表奖励项 目
,

显然不

是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

这类项 目获奖体现 了中

央政府倡导全社会推进科技应用
,

从追求科技的经济

效益转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政策导向
。

参 考 文 献

〔1〕 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
.

( 2 0 00 一 2 0 03 年国家科技奖获奖情况

调研资料》 (内部交流 )
,

2 0 0 5年
。

【2」 科技部 网站
:

《历年科技奖励 )
,

H
TT

P
一

w w w
一

M o s T
一

G〔)v
-

C N
,

2 0 0 7
,

2 00 7 年 4 月
。

A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A L A N A L Y S I S O N I N D E P E N D E N T I N N O V A T I V E

A C H I E V E M E N T O F N A T I O N A L S C I E N C E & T E C H N O L O G Y P R O G R A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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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h o n g S h u h u a

(汤l l e召r

of uP b l i c A d m
: n i s t

ar t勿 n ,

月 “ 。 z h o n g nU i、 rs i t夕 of cs i e n ce a n d eT
ch n o l。召〕

J ,

w 丘h a n 4 30 0 74 )

A b s t r a c t F or m 2 0 0 0 t o 2 0 0 6
,

t h e P r oj e e t s f u n d e d b y N a t io n a l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F o u n d a t io n h a d a e e o u n t e d f o r

m o r e t h a n 5 0 % o f t h e p r oj e e t s w in n i n g N a t u r a l S e ie n e e P r i z e w h i le t h e p r oj e e t s f u n d e d b y N a t io n a l T a e k le K e y

P r o b le m P r o g r a m h a d a e e o u n t e d f o r a h i g h e r p e r e e n t a g e in t h e p orj
e e t s w i n n i n g In v e n t io n P r i z e a n d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o g y P or g r e s s P r iz e
.

F or m 2 0 0 0 t o 2 0 0 6
,

t h e P r oj e e t s f u n d e d b y N a t io n a l S e i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P r o -

g r a m s h a d m a d e u p a h i g h e r p e r e e n t a g e t h a n a n y o t h e r p orj
e e t w i n n i n g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P r i z e a n d I n v e n t i o n P r i z e

w h il e o t h e r p r oj e e t s h a d b e e n m o r e t h a n t h e p r oj e e t s f u n d e d b y N a t io n a l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o g y P or g r a m s
.

K e y w o r d s n a t i o n a l s e i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o g y p or g r a m s ,

in d e p e n d e n t i n n o v a t iv e a e h i e v e m e n t
,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

o g y a w a r d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