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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紧紧围

绕科学基金中心工作
,

在拓展国际合作渠道
、

推进实

质性合作
、

规范管理 以及探索战略型合作等方面都

取得了显著成效
,

一年来共资助各类国际合作与交

流项 目 1 0 0 8 项
,

资助经费达 1
.

44 亿元人 民币
。

1 着力扩大和深化双 /多边合作渠道

2 0 0 8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努力扩大和深化双多边合作关系
,

积极推动实质性合作研究的资助工作
,

取得一 系列

重要进展
。

( 1) 通过推动高层互访
,

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

一步深化
。

一 年来
,

自然科学 基 金委加强 了 与国

(境 )外基金组 织和 国际机构领导层之 间的高层 互

访
。

陈宜瑜主任率团出席中
、

日
、

韩科学资助机构领

导人会议
,

进一步夯实了亚洲三国合作的基础
;
陈宜

瑜主任率团访问台湾地区
,

与李国鼎科技基金会达

成联合资助大陆与台湾地区科学家合作研究项 目的

共识
,

正式启动了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联合资

助两岸合作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

第一批紧急启动的

地震领域合作研究项 目已经得到资助
,

标志着海峡

两岸的科学合作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

王杰副主任率

团出访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 ( H A S A )
,

促进了与

该会的全面合作
,

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科学家的地位
。

沈文庆副主任出席第二届亚洲科学资助机构领导人

会议
,

探讨和推进 了亚洲 区域科学合作的进程
。

孙

家广副主任率绩效评估团访问美国
、

德国和 日本
,

为

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开展国际化评估工作奠定了基

础
。

一年来
,

国外基金组织也来访频繁
,

达到 10 0 余

批次
,

其中包括德国 D F G 新任主席和秘书长
、

俄罗

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新任主席
、

加拿大 自然科学与工

程研究理事会 主席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院长
、

印度

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新任理事长
、

丹麦科学技术

创新委员会主席
、

芬兰科学院院长
、

法 国国家海洋开

发研究院主席
、

法国国家科研署主席
、

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副主任
、

国际水稻所所长
、

泰国研究基金会主

席等
。

这些高层次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 /多边关系

的拓展和深化
,

为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

进一步

提升合作层次奠定了基础
。

( 2) 一年来
,

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稳定连续资助

双 /多边研讨会
、

设立优秀人才长期交流计划
、

对优秀

合作研究项目给予延续资助等方式做了大量富有成

效的工作
,

大力推动了实质性国际 (地区 )合作
,

发挥

了组织协议项 目的潜力
。

2 00 8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国外合作伙伴联合资助了 53 4 个项 目
,

资助经费达到

90 36 万元
,

分别占国际合作总项 目数和 总经 费的

53
.

00 %和 62
.

56 %
。

这一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外国

合作伙伴新签
、

续签 了 5 个合作协议
,

与泰国研究基

金会 ( T RF ) 召开了首届中泰天然产物化学及药物研

究双边学术研讨会
,

与德国科学基金会 ( D FG )
、

丹麦

国家研究基金会 ( D N F R )
、

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

理事会 ( E P S R C )
、

法国国家研究署 ( A N R )签署了关于

共同征集合作研究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

有效发挥了现

有协议渠道的潜力
,

充分吸纳了境外研究资源
,

共同

资助中国科学家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实质性合作
。

针

对前沿科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问题
,

自然科学基金委

2 00 8 年资助了 3 43 个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
,

使我国科

学家及时了解基础科学各个领域里的最新发展动态
,

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里 的最新研究成果
,

与

国外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

扩大了我国科学界的国

际影响
;通过资助 2 33 个双 /多边学术研讨会

,

使一批

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交流了本学科的最新进展
,

对许

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形成了新思想
、

新概念或新方法
,

促使双方科学家找到了新的合作内容和合作渠道
,

为

下一步合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

并为新的合作内容和

合作形式进行了前期准备
。

双方共同组织的双 /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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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邀请的与会专家均由同行专家精
』

合推选
,

整

体学术水平高
、

科研发展态势良好
,

利于今后开展高

起点的国际 (地 区 )合作与交流活动并进而推动实质

性合作的开展
。

(3 ) 项 目评审 日趋国际化
。

经过多年的探索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对 口协议组织共同资助的合作项

目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国际化评审方式
。

这种机制的

建立和发展
,

对提高项 目遴选质量大有帮助
,

同时也

密切和加深了与协议组织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

对今

后扩大合作规模
、

提升合作层次和扩大 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国际影响和地位提供了更多机遇
。

例如
,

经

过近两年的精心筹备
,

2 0 0 8 年 3 月
,

自然科学基金

委与 D F G 推荐了 15 名评审专家
,

对清华大学
、

国家

纳米中心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及德方合作单位明斯特大学化学系
、

物理系

和生物医学 系共 20 余位科研人员提出的中德跨学

科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多级自组装的结构与功能
”

进

行了评审
。

评审专家认真听取 了中德双方申请人所

做的 10 个报告
,

对中方申请人所在实验室进行了实

地考察后
,

全票同意资助并认为该课题属于创新性

课题
,

有很强的国际竞争性
,

双方参加者具有很 高的

学术水平
,

合作双方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和积累
,

该项

合作将是中德实质性合作的标志性项 目
。

2 努力推进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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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实现 以交流型合作为

基础
、

研究型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型合作的重要

措施
。

2 0 0 8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采取 了有效措施
,

如

通过制定优先资助领域
,

引导科学家申请
,

不断提高

项 目受理
、

评审和组织的水平
,

持续加大对重大国际

(地 区 )合作研究项 目 ( 以下简称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

的经费投人等
,

加强了对实质性合作研究的支持
,

受

到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

2 0 0 8 年 自然科学 基金委投

入 3 7 4 0 万元人民币
,

用 于资助科学家 自由申请
、

统

一受理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38 项
。

另外通过双边

协议渠道
,

共 同资助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 24 项
,

资助

经费达 3 4 4 6 万元
。

资助的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和经

费分别比 2 00 7 年增长 32
.

0 %和 28
.

5 %
。

另外还与

协议伙伴共同资助一般性合作研究项 目 ( 平均资助

强度为 46 万元 ) 52 项
,

资助经费达 2 4 1。 万元
。

资

助的实质性合作研 究项 目经费 已经 占到 2 0 0 8 年科

学基金 国际合作总经费的 “
.

5 %
。

自 2 0 0 1 年设立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以来
,

自然科

学基金委共资助了 2 61 个项 目
,

资助经费达 2
.

88 亿

元
。

在项 目遴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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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承担项 目专家
、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外合作伙

伴的共同努力下
,

重大合作研究项 目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

对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

作用
,

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可或缺的重要有机

组成部分
。

例如
,

在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的支持下
,

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尹磊明和朱茂炎

为首的研究小组在早期胚胎化石研究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
,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动物休眠卵化石
。

这一

发现的科学意义是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动物化石

的可靠记录
,

将动物的起源时间提前到 6
.

32 亿年以

前
,

即动物在新元古代末期大冰期
“

雪球
”

结束之后就

已经出现了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研究

员的研究小组在内蒙古 自治区二连浩特市发现一具

巨型兽脚类化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似鸟恐龙化石
。

该发现是以坚实的科学研究为支撑
,

其意义在于
:

恐

龙向鸟类演化过程中
,

不同恐龙类群具有不同的特征

演化模式和潜在的发育机制
,

表明了鸟类特征演化的

复杂性
。

这两项成果均在 N d t u er 杂志 发表
,

并 在

2 0 08 初被评为中国
“

十大科技进展
”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JS P S
、

K O S E F 共同资助的

由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主持的 A 3 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
“
亚 10 纳米线新奇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探索

”

在纳

米线 /管的制备
、

合成及性质测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展
,

并且
,

还利 用分子束外延方法在半导体 iS 称底

上制备了原子级平整的 P b 薄膜
,

利用锁相放大技术

等对这些薄膜 的电子结构进行表征
。

这些研究成果

为研究量子尺寸效应对一维材料超导等物性 的作用

提供了很好的实验体系
。

2 0 0 8 年初
,

由中德科学中心资助的中德古生物

与地质联合实验室在新疆吐鲁番盆地都善地区首次

发现 了迄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侏罗世恐龙足迹化石

群
,

发现恐龙足印 20 0 余个
,

均属肉食性 的兽脚类恐

龙
。

该发现填补 了新疆地 区恐龙足迹研究的空 白
。

孙革教授与其合作伙伴还在乌鲁木齐郝家沟首次发

现距今 2 亿年前 的晚三叠世植物群并建立 了晚三叠

世
一
中侏罗世高分辨率抱粉地层序列

,

大大提高了该

地区地层研究程度
,

对扩大找寻煤
、

石油等远景将发

挥重要作用
。

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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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何中虎研究员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合

作开展的
“

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慢病性机理及其分

子遗传学基础研究
”

取得显著进展
,

研究成果居世界

领先水平
,

获得 2。。 8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为了进一步交流经验
,

实施卓越管理
,

共同做好

实质性合作研究项 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 0 0 8 年 9

月召开 了
“

科学基金重大国际 (地 区 )合作项目成果

暨经验交流研讨会
” 。

与此类项 目的承担者和科研

管理人员一起
,

围绕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的实施
、

管理
、

作用
、

突出成果
、

经验教训以及国际合

作的重要作用等议题
,

进行深人的交流与研讨
,

以期

这类项 目在吸纳国际研究资源
、

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

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学者来华从事合作研究
,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培养更多的下一代合作伙伴
。

另外
,

自然科学基金

委选派工作人员到国外进修和短期工作
,

加强 了自

然科学基金委科学管理队伍国际交往
、

项 目组织等

方面的能力
,

提高了他们的国际视野和 国际活动的

能力
,

对推进科学基金制的国际化
,

提高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国际地位和显示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

3 重视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

支持国内青年学者走出去
,

邀请国外青年学者

走进来
,

是对未来的战略投资
。

对此
,

自然科学基金

委给予 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
,

加大

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
。

2 0 0 8 年
,

按照 同等优先的原则
,

在国际合作研

究类项 目中向中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

优先支持他们

与国外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

同时
,

自然科学基金 委

资助了一大批面向青年学者或研究生的研讨会和暑

期班
,

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授课
,

为青年学者和学生开

设 了交流平台
,

取得 良好效果 ;资助 了数十位青年学

生到国际理论中心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进行短

期工作和进修 ;资助了 35 位优秀的博士生赴德国参

加了林岛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术大会
,

与数十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
、

数百名博士研究生开展交流
,

并到德国

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为期 1 周 的学术访问
;

与 D F G 启动了邀请德国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访华和

短期工作的项 目
;
组织接待了美国研究生暑期研讨

活动
; 通过与英国 R C U K 的优秀科学家交流计划

、

德国 D F G
、

日本 J S P S 等的项 目主任交换计划
,

资助

双方青年科学家进行为期 1 年的进修
、

研究
。

通过

这些活动
,

更多青年优秀人才得到了锻炼和培养
。

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研究启动
“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 ,

以期通过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青年

4 进一 步加强 国别政 策和 国 际合作战 略

研究

国别政策研究是制定适合于科学基金发展 的国

际合作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

2 0 0 8 年
,

自然科学

基金委继续加大调研力度
,

努力提高调研的敏锐性
、

战略性
、

时效性
、

针对性
,

按照
“

筹划未来思路
,

实现

科学发展
”

的主题
,

通过解放思想
,

围绕如何对
“

切实

加强基础研究
、

努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

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服务
”

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

如何深化研究型合

作并向战略型合作过渡
,

如何科学地制定适合我 国

基础科学发展 的国际合作战略和优先领域等问题
,

运用科学发展观 的思想和方法更新观念
,

重点对 国

际国内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和国际合作的现状和未来

走向进行了系统分析
,

审视了在科技全球化
、

基础研

究国际化形势下
,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和

面临的挑战
、

机遇
,

总结了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成就

和经验教训
,

深入剖析了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工作在

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
,

并提出了解

决现有突出问题的措施
。

在调研中
,

采取 了将国内

与国外科学发展趋势相结合
、

国外合作伙伴的国际

合作政策与我们的政策调研相结合
、

短期 目标与长

远部署相结合的方法
,

特别对 国外基金组织 的发展

战略
、

重要计划
、

资助重点以及 国际合作战略及其优

先资助进行了深入分析
,

并对推动科学基 金国际合

作从交流型合作向以实质性合作为基础 的战略型合

作转变的战略 目标进行了研究
,

为科学基 金
“

十二

五
”
国际合作发展规划的制定提出了新的建设性思

路
,

力图制定出更具前瞻性
、

指导性
、

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战略和政策
,

充分发挥国

际合作的引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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