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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中的亚洲 区域科学合作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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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 0 0 0 8 5)

根据本次会议 的主题
,

我愿意与大家讨论和分

享我们对亚洲区域科学合作的看法和建议
。

根据亚洲银行 的统计
,

亚 洲 G D P 占世界 G D P

的 35 % 以上
,

其经 济增 量 占世 界经 济增 量 的近

50 %
。

同时
,

亚洲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 的地

区
。

从科技投入
、

人力资源和科 学产 出等几个指标

来看
,

亚洲地 区在世界科学格局 中也发挥着着愈来

愈重要 的作用
。

同时
,

我们看到
,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正成为不

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 国家
、

地

区和全球的共同发展
。

亚洲国家的科学发展在涉及

国计民生的农业发展
、

涉及环境安全的全球变化 和

涉及人 民福社的减灾防灾等众多领域都面临共同的

挑战
。

亚洲各国可 以充 分发挥我们各 自在文化传

统
、

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

共同面对区

域和全球的挑战
。

为此
,

亚洲各国科 学界应抓住机

遇
,

走合作之路
,

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

随着对 自然界认识 的深入
,

人们认识到
,

人类当

前所面临的环境
、

资源和发展等 问题都是相互关联

的
,

是超越国界的
,

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面对
,

各国间

必须寻求建立和加强科学合作伙伴关系
,

共同面对
。

中国 国 家 自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 以 下 简 称

N S F C )积极评价 日本学术振兴学会发起亚洲科学理

事会主席会议机制的建议
,

相信这个机制会在 协调

科技政策
、

遴选优先发展领域
、

推动科学合作和促进

科学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我是一个物理学家
,

长期在中国科学 院工作
,

一

直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

参与过多项国际合作
,

对国际

合作在科学研究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深有体会
。

我

深知国际合作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对实

现科学 目标 的推动作用
。

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来 自亚洲国家 的各位 同事介

绍一下
,

作为中国最大的科学资助机构之一
,

N S F C

的科学资助政策
、

优先发展 的科学领域
、

以及 目前所

开展的一些具有全球和地 区意义 的重大研究计划
,

并结合 N S F C 在推动双边 和多边科 学合作中的作

用
,

对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区域科学合作谈几点看法
。

目前
,

N S F C 建立 了研究促进
、

人才培养和环境

建设三 个 类 型 的 资助 项 目
。

N S F C 每年 受 理 近

8。 。0 0 项 申请
,

资助近 10 0 0 0 个项 目
。

在第十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 ( 2 0 0 6一 2 0 10 年 )
,

N S F C 将计划在科

学前沿和优先领域资助 18 0 0 个重点研究项 目和 30

个重大研究项 目
,

以及 15 个更强调多学科和跨学

科研究的重大研究计划
。

在人才培养项 目中
,

N S F C

既关注青年科 学家的培养
,

也关 注优 秀科学家的造

就
。

目前 N S F C 已设立 了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家研究基金
,

每年资助约 4 0 0 0 位青年科学

家和 1 80 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开展研究工作
。

在环境

建设项 目中
,

N S F C 为科学家开展的科学仪器研发
,

开展科普活动和出版科学期刊提供资助
。

长期以来
,

N S F C 一直致力 于推 动国际科学合

作
,

积极参加 区域和多边科学研究活动
,

鼓励科学家

成为全球和区域科技创新的积极参与者
。

N S F C 一贯鼓励 中国科学家关注区域性和全球

性的科学问题
,

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双边 和多边 的

区域和全球科 学合作
。

亚 洲的科学合作 具有广泛

的
,

有利于合作各方发挥潜 力的合作领域
。

我相信

我们可以抓住机会
,

深化区域合作
。

许多科学基金

资助的重大研 究计划和项 目也都 同时具有 国家
、

地

区和世界意义
。

例如
,

N S F C 正在实施 的
“

中国全球

变化和区域响应
” 、 “

中国西部地区能源利用和环境

保护
” 、 “

重大工程的动力灾变研究
” 、 “

中医药学的现

代研究
” 、

以及
“

表观遗传学研究
”

等重大研究计划都

兼顾国家 目标 和区域 目标
。

目前
,

N S F C 已经与 36 个 国家和地 区 的研究资

助机构和科研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

签署 了 67 个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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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间的合作协议
。

为双方科学家之 间建立联系
,

进

行交流和开展合作提供了人员互访
、

双边研讨会
、

暑

期讲习班
、

人员培训
、

合作研究
,

以及召开 国际学术

会议等多种形式的资助渠道
。

N S F C 赞赏日本学术振兴学会发起 召开亚洲研

究理事会会议 ( A SI H O R C S
)

,

并相信这一 区域合作

机制对于协调科学资助政策
,

选择优先研究领域和

推动本地区的科学合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

N S F C 确信亚洲研究理事会会议将会进一步加

强协调
,

密切合作
,

使亚洲科技合作获得更大的新的

发展
。

毫无疑问
,

亚洲各 国科学界将会从亚洲区域

科学合作中获得机会和发展
。

对此
,

我愿意就推动相互了解和深化区域合作
,

提四点建议
:

第一
,

加强 区域内科学界领导人
,

特别是科学资

助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
。

建议策划和召开亚洲科

学资助组织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区域性对话和论坛
,

在政策和战略层面加强交流
,

寻求在更高层次和更

广泛科学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与交流
,

特别是加强在

合作政策和合作模式等战略层面的沟通
。

科学界领

导人可以从地 区和战略角度
,

分享和评估资助政策

和区域合作战略
。

通过区域性论坛 和对话
,

邀请亚

洲国家科学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政策制定者和科

学家参加的会议 和区域性 的战略对话
,

在政策层面

加强交流
,

并寻求在一些重要领域
,

如农业
、

减灾
、

能

源
、

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等领域
,

达成开展实质性的

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共识
。

A SI H O R sC 应当成为亚 洲国家科学资助和 管

理机构的科学论坛
,

为各国科学界交流和协调科学

政策
,

寻求区域合作提供一个平台
。

N S F C 愿意参

与有利于推动亚洲科学合作的区域战略对话 和交

流
,

并分享对科学资助政策的看法和战略
。

第二
,

加强在各方共同感兴趣
、

有益于亚洲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科学合作
。

建立和

发展亚洲科学共同体取决于各方在优先领域开展实质

性的区域合作
。

为推动亚洲区域科技能力在上述领域

的合作
,

我们应通过 区域合作加强在共同感兴趣的领

域开展实质性合作
,

并优先考虑为实现共同发展
,

各方

在区域合作中应取长补短
,

充分发挥各 自的优势
。

我相信
,

亚洲区域科技合作的发展将为亚洲 国

家的科学家提供更多的互利双赢的机会
。

不过
,

区

域科学合作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困难的议题
,

各国

的资助机制和法律体系各不相同
,

可能涉及知识产

权
、

共同评审和联合资助等议题
。

作为区域合作的

积极参与者
,

N S F C 愿 意继续支持中国科学界与亚

洲国家的合作伙伴开展区域合作 ;并愿 意与各方就

建立亚洲区域科技合作机制
,

充分利用亚洲科技资

源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

第三
,

继续鼓励双边协议内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区域科学合作应该建立在区域

内广泛成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基础之上
。

N S F C 一直

高度重视开展广泛的区域和国际合作
。

N S CF 建议区

域内的科学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在进一步完善和扩

大现有协议下的双边合作机制的同时
,

逐步推动区域

交流与合作
,

例如区域学术研讨会
,

以及 为青年科学

家举办的讨论会和暑期学校
。

N S F C 承诺将继续鼓励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
,

特别是青年科学家参与区域内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

第四
,

亚洲研究理事会会议应该是开放 和包容

的
,

应当鼓励与加强与地区内的其他科学合作机制

进行合作
,

从而扩大和提高亚洲 国家科学合作的能

力和水平
。

我希望通过充分发挥现有国际和区域科

学合作机制的作用
,

扩大亚洲多边受益的区域合作
。

因此
,

建议加强亚洲研究理事会与亚洲区域内的

亚洲科学院联盟 ( t he B川e r a t io n of 户心 ian 冤ient ifc A ca d
-

e而 es )
、

亚洲科学学会 (t he s 又 iiet es an d豁~ 物~
l of

户̀ ia 肠 fn e r e n e e )
、

以及国际水稻所 ( t ha In t e

arn
t io耐 凡 ce

R es ear hc Isn t i t ut e) 和国际山地综合发展 中心 ( Int er an
-

it o

aln 段
n t er fo r Int e

脚
t e d M o u

咖
n

块 ve lo p me
n t )的合

作
,

并加强在多边国际研究计划
,

以及国际大科学机构

中的协调和协作
,

如国际全球变化计划 ( In et arn it o an l

lG
o ha l hC

a n g e rP o g r a m )
、

世界 天气研 究计划 ( W6 r ld

ilC arnt
e

eR
s

ear hc rP
o

gr am )和亚洲季风的区域研究 ( t he

Int egr at ed eR ig o an l tS u id es of M o sn oo n

sA ia) 等等
。

N S F C 愿意与各方携手为亚洲 区域科学合作机

制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
。

我相信亚洲区域科技合

作的发展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
,

并将服务于亚洲

国家之间的合作
,

有利于亚洲
,

乃至世界的长久发展
。

S P E E C H O N T H E S E C O N D M E E T I N G O F T H E A S I A N H E A D S O F

R E S E A R C H C O U N C I L S 《A S I A H O R C S )

S h e n W e n q i n g

( N a t i o n a l N a t u ar l S
c汇e n c e F o u n d a t i o n o f hC i 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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