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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
,

对近十年来中国被 S e i e n e e C i t a t i o n In d e x E x p a n d e d ( S C I E ) 收

录的国际合作论文产出情况进行 了研究
,

并以 2 0 0 6 年数据为重点
,

分别对中国国际合作 的合作伙

伴
、

合作领域和合作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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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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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基础研究领域
,

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

数增长迅猛
,

2 0 0 6 年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论文

产出国
,

位列美国之后川
。

基础研究是以认识 自然

现象和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任务
,

是全人类的共同

知识财富
,

这些特点决定了基础研究具有国际性
,

因

此各国科学家应相互 合作
,

共同面对科学的挑战
。

合作研究是当代基础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

根据美

国《科学与工程指标 》的报道
,

全世界多作者合作
、

国

内合作和国际合作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比率多年

来一直都呈现增长的趋势图
,

表明合作正成为一种

潮流
。

科学家通过合作可以实现知识与技能的分享

与传递
,

了解最新科学前沿
,

产生新的学术思想
,

节

约学术资源
,

提高学术竞争力等川
。

随着新理论和

新技术的出现
,

现代科学已向综合化和复杂化发展
,

不同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
,

为科学合作提出了客观

需求
,

特别是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和全球性问题
,

更需

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
。

早期的研究发现
,

国际合作在不 同学科表现不

同
,

基础领域国际合作水平较高和科学产 出较高的

国家国际合作比率较小
,

地理
、

语言和政治因素在促

进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川
。

s c h u b e rt 等川

认为小 国具有较高的国际合作比率是 由于那些大 国

的科学家能够更容易地在 自己 的国家找到合作的伙

伴
,

而小国更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来寻求合作伙伴
。

L u u k k o n e n
等困 对世界上包括 中国在 内的 30 个主

要国家的国际合作论文进行了分析
,

并以几个国家

为例对其国际合作模式进行了定量评价
。

针对中国

国际合作情况
,

一些学者分别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了

考察
,

刘云等川对中国与 33 个主要国家或地 区的国

际合作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

相关研究结果 已在国

家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

十五
”

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制定

工作中得到应用 ;郭继军等sj[ 也曾对 10 年前中国国

际合作的时间分布和学科分布进行了研究
;
袁军鹏

等闭从合作主导地位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几个主要

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
,

认为中国今后需加强在国际

合作中的组织协调能力 ; 马峥等〔’ 。 〕应用 S CI 的分类

系统对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了研

究
,

并结合 h 指数探讨了不同学科的引文行为
; 还有

一些主要是开展中国针对特定国家国际合作模式的

研究
,

为我们了解与这些国家国际合作的动态提供

了翔实的依据巨“
一 ` 4」。

本文将结合最新数据
,

对 中国

国际合作的模式进行定量研究
。

2 数据来源及方法

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统计
,

中国的国际合

作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15E 〕 ,

因此本研究所用

的数据取 自 W
e b o f S e i e n e e ( W O S ) 中的 S e i e n e e C i

-

t a t i o n I n d e x E x p a n d e d ( S C I E )
,

该数据库由 I n s t i t u -

t e f o r S e i e n t i f i。 I n f o r m a t i o n ( 15 1) 编制
,

数据每周更

新
。

这里所说的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是指论文作者的

地址中包含 中国 (不 包括我 国台湾地 区 ) 及其他 国

家
,

文献类 型只考虑 了 A r t i e l e ,

L e t t e r 和 R e v i e w 3

本文于 2 0 0 9 年 1 月 1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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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产出占世界 出版物的比率变化并不 明显
,

甚至美

国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

虽然韩国也呈现增长趋势
,

但是线性增长
,

而惟独中国是呈现 了指数增长
,

同时

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 》显示世界范围内国际合作增

长趋势也是线性的阁
,

因此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指数

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来 自于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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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
,

因为在 自然科学领域其他类型论 文不能称

为完整的论文
。

在计算合作国家或地区分布时采用

整数计算的方法
,

即如果一篇中国国际合作论 文包

含与多个国家合作
,

则中国与相应国家合作频次各

计 1 次
。

引证频次截止时间为 2 0 0 8 年 12 月 13 日
。

论文的所属学科划分采用按期刊分类的办法
,

并结

合 G la n z e l 和 S e h u b e r t 的领域划分巨̀ 6〕 ,

将每一篇论

文唯一地划分到以下 12 个领域之中
:

农业与环境 ( A G R D ;

普通生物学 ( BI O L ) ;

生物科学 ( B I O S ) ;

生物医学研究 ( B I O M ) ;

临床与实验医学 ( C L I N ) ;

神经与行为科学 ( N E u R ) ;

化学 ( C H E M ) ;

物理学 ( P H Y S ) ;

地球与空间科学 ( G E O )S ;

工程 ( E N G N ) ;

数学 ( M A T H ) ;

多学科 ( M U L T )
.

3 研究结果

3
.

1 合作产出

在 1 9 9 8一 2。。7 年间
,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增

长较快
,

从 1 9 9 8 年的 4 2 6 4 篇增长为 2 0 0 7 年 的

1 6 5 2 7 篇
,

10 年间国际合作论文产出合计为 1 0 2 6 8 6

篇
,

而同时期中国论文产出也由 1 9 9 8 年的 1 8 6 4 4 篇

增长为 2 0 0 7 年的 8 9 3 9 6 篇
,

10 年间 中国论文产出

合计为 4 6 0 8 3 0 篇
,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约占全部论文

的 2 2
.

2 8 %
。

图 1 给出了中国论文和国际合作论文

按时间的分布情况
,

图中曲线是经过指数拟合后的

曲线
,

通过 比较 尺
2 ,

可以看出曲线拟合非常理想
,

这

表明在中国论文产出呈 现指数增长的同时
,

国际合

作论文产出也 同样呈现 了指数增长
,

J in 等通 过对

W O S 的考察也观测到了相似的现象 1[ ’ 〕 。

为了更清晰地 比较中国论文和国际合作论文 的

增长情况
,

这里给出了中国论文与国际合作论文产

出的回归函数
:

Y 一 a e bx

这里年份为 1 时表示的是 1 9 9 8 年的情况
,

依次

类推
,

可以反映相应的 10 年情况
。

通过 比较 b 值的

大小
,

可以看出中国论 文增长速度要高于国际合作

论文增长的速度
。

Z h o u
等曾对世 界上 主要 国家的

科学产出进行 了考察 l[,
` 8〕 ,

发现西方发达 国家 的科

y = 3 6 8 9 4 e (1 1“ I x

R
Z = 0月9 4 8

2 3 4 5 6 7 8 9 10

年份

中国及其国际合作论文的时间分布 《1 , , 8一 2 0 07 年 )

合作伙伴

国家间的科学合作动因十分复杂
,

可能涉及 文

化
、

语言
、

地理位置
,

政治
、

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

素
,

不同的国家国际合作战略也不 同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重 要部门
,

在推动中国基础研究开展国际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
,

设立了国际合作专项基金
,

并先后 与 36 个国

家或地 区的政府机构
、

基金会和学术组织签署了 6 6

项 国际合作协议
,

以支持中国科学家开展广泛 的国

际合作
。

2 0 0 6 年中国与除南极洲外的 6 大洲的 1 24

个国家或地区发生 了国际 (地区 )合作
,

共发表国际

合作论文 1 6 5 2 7 篇
,

按占总合作频次百分比排序分

别是北美 洲 占 3 5
.

4 5 %
,

欧洲 占 3 3
.

8 3 %
,

亚洲 占

2 3
.

2 7 %
,

大洋洲 占 5
.

4 1 %
,

南美洲 占 1
.

5 6 %
,

非 洲

占 0
.

4 6 %
,

其中
,

在北美洲主要合作对象是美国和

加拿大
,

在欧洲主要合作对象是西欧
,

在亚洲主要合

作对象是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和我国台湾
,

在大洋洲

主要合作对象是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

在非洲主要合

作对象是埃及
、

尼 日利亚
、

肯尼亚 和喀麦隆
。

在亚

洲
,

2 0 0 6 年新加坡 的论文 总产出远远低于印度
、

韩

国和我国台湾
,

但确是中国在亚洲的第二合作伙伴
,

金碧辉等对中国与美国等 8 个合作最多 国家发表的

国际合作论文分析表明
,

海外华人学者在这些 国际

合作论 文 中发挥着 桥 梁 作 用
,

被称 为
“

华 人 现

象
” 〔̀ 9〕 ,

在新加坡人 口中华人 占了决大多数
,

这可能

也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中国在亚洲的第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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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
。

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是中国大陆学者在

亚洲的第四合作伙伴
,

考虑到地理位置接近
,

两岸人

民同宗同祖
,

文化一脉相承
,

而且科学产出也远大于

新加坡等因素
,

理应有更紧密的合作
,

现实中两岸合

作关系相对滞后
,

其中政治因素应是主要原因
。

图 2 给出了 2 0 0 6 年中国与 12 4 个国家或地 区

国际合作的网络结构图
,

网络中的节点代表国家或

地区
,

节点的大小与合作频次有关
,

即合作频次越高

节点的的半径越大
。

图中的 124 个节点都与中国节

点相连
,

表明这些 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国际合作 ;除

中国节点外的其他两节点相连
,

则表明这两个国家

或地 区在与中国发生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发生了国际

合作
。

在所有与中国发生 国际合作的国家和地 区

中
,

按合作频次排序前 10 个国家或地 区分别是美

国
、

日本
、

英国
、

德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法 国
、

新加

坡
、

韩国和我国台湾
,

中国与这 10 个国家或地区的

国际合作频次为 1 7 0 85 次
,

占全部国际合作频次

22 1 86 次的 77
.

01 %
,

如果按国际合作论文数计
,

中国

与这 10 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合作论 文数是 14 4 78

篇
,

占全部国际合作论文 1 6 5 2 7篇的 87
.

60 %
。

3
.

3 合作领域

人类认识 自然规律的过程是与前期知识积累的

程度和探索手段密切相关
,

不同学科领域的发育程度

差异明显
,

使得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发展不均衡
J

性
,

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规模
、

资金投人

和产出模式等各不相同
。

2 0 0 6 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

数为 7 5 4 8 3 篇
,

其中含国际合作论文 1 6 5 2 7 篇
,

图 3

给出了这些论文的领域分布情况
。

可以看 出中国发

表的论文中化学领域论文占总论文的比率最高
,

遥遥

领先于其他领域
,

其次是物理学领域
,

工程领域居第 3

位
,

但物理学领域与工程领域差别很小
,

所 占比率最

低的三个领域分别是神经与行为科学领域
、

多学科领

域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
。

G I巨nz el 等把这种在化学和

物理学领域非常活跃而在生命科学领域不太活跃 的

科学产出模式称为
“

前社会主义 国家
、

经济转型国家

和中国的典型发展模式
’

,z[
。〕 。

而在中国国际合作论文

中虽然化学领域论文 占合作论文的比率最高
,

但遥遥

领先的优势已不存在
,

工程领域已明显超过物理学领

域
,

跃居第二位
,

物理学处于第三位
。

与各领域占中

国论文的比率相比
,

在国际合作论文中各领域所占的

比率除化学和物理学领域外
,

其他领域都有增长
。

圈 J 甲 目茂 兵目 际甘作论 又的宇 料分 布吸Z U 0 6 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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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在各学科领域里中国国际合作水平的

差异
,

这里使用了国际合作指标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C o l
-

l a
b

o r a t i v e In d e x ,

I C I )
。

I C I 是由国际化指标 ( I n -

t e r n a t io n a
l i z a t io n I n

d
e x

)改进而来
,

国际化指标是指

某学科国际合作论文占该学科论文总数的比率2l[ 〕 。

I C I 是一个相对指标
,

它能够消除由于学科规模而

产生的绝对产出影响
。

在本研究中
,

I C I 定义如下
:

IC I

给定领域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数占
中国全部国际合作论文数的比率

给定领域中国论文数占
中国全部论文数的比率

I C I一 1
,

表明在给定的领域里中国国际合作平

均水平与中国在全部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平均水平相

当 ; I C I > 1
,

表明高于 中国国际合作平均水平
; I C I

< 1
,

表明低于中国国际合作平均水平
。

图 4 给出了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国际合作指标的

学科分布情况
。

可 以看出在地球与空间科学
、

普通

生物学
、

神经与行为科学
、

临床与实验医学
、

农业与

环境
、

生物医学研究
、

生物科学
、

工程
、

数学和多学科

领域里 国际合作平均水平均高于全国的平均合作水

平
,

在化学和物理学领域里 国际合作平均水平低于

全 国的平均合作水平
,

其中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

呈现了最活跃的国际合作状态
,

而在中国科学产出

最多的化学领域则国际合作最不活跃
。

结合图 3 可

以发现
,

中国国际合作表现为科学产出规模越大的

领域国际合作越不活跃的趋势
。

地球与空间科学研

究往往具有极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

这些特点

决定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具有全球性
,

这类课题往往

具有大科学特征
,

即需要昂贵的研究设备
、

巨额的研

究资金和多学科人员进行交叉研究
,

同时地球科学

又具有区域性
,

一些稀有资源只分布在特定的国家

或地区
,

这些因素都为国际合作创造了客观条件
,

这

可能也是中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国际合作最活

A G IR
M u L T一一分卜

、

~
B l o L

跃的主要原因
。

3
.

4 合作影响

在科学计量学领域
,

引文率是测量科学研究影

响力的重要指标
,

常被用来表征文献的影响力 (或质

量 )水平
,

如果论文的引文率越高
,

则意味着文献的

影响力越大
。

科学计量学的先驱普莱斯 ( P ir c e .D

de
.

5
.

)认为科学论文在发表两年后能达到引文率的

最大值
,

15 1在计算影响因子 ( Im p a e t F a e t o r ,

I F )时

也是采用了两年的引文窗 口
,

然而
,

并不是所有学科

的论文都是在发表两年后达到引文率的峰值
,

因此

两年的引文窗 口并不是对所有学科测度引文率峰值

的最好年限呻〕 ,

现实中为了进行引文率比较
,

一般

都采用两年的引文窗 口
,

本研究采用了近似两年的

引文窗口
。

由于学科领域不同
,

其文献的引文习惯

差异显著
,

以及 S C I 对不同学科领域期刊收录 的差

异
,

造成各学科领域文献引文率没有可 比性
,

因此这

里通过计算中国国际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对引

文影响 ( R e l a t i v e C i t a t i o n Im p a e t
,

R C I )
,

来评估中

国国际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质量
。

R C I 是指

一个区域或国家出版物引文数占世界引文数的份额

与这个区域或国家出版物数占世界出版物数的份额

的比值
,

R C I 是基于世界出版物的引文情况来比较

一个区域或国家出版物的质量卿〕 。

本研究中 R C I

定义如下
:

RC I =
给定领域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平均引文率

给定领域中国论文的平均引文率

B I O S

B IO M

G E O S C L IN

p H Y s

~
~ ~

司少一一
尹 N E U R

C H E M

图 4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国际合作指标的学科分布《2以场 年 )

R C I一 1
,

表明在给定的领域里中国国际合作论

文的平均质量与中国在该领域里论文的平均质量相

当 ; R C I > 1
,

表明高于中国论文的平均质量 ; R C I <

1
,

表明低于中国论文的平均质量
。

图 5 显示了中国国际合作论 文在各学科领域

里的相对引文影响
。

从图中可 以看出无论在哪个

学科领域
,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平均质量均明显高

于中国论文的平均质量
,

显示出国际合作能够提高

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水平
。

国际合作成果通常具有

广阔的显示度和高的引证影响
,

特别是那些大科学

计划的产 出常常具有显 著的引文率 ) 〕 。

一 般来

说
,

国际合作课题在技术和资源上都是一些能够发

挥合作各方优势的项 目
,

在内容上也是 国际科学共

同体感兴趣的话题
,

因此
,

国际合作成果不单水平

较高
,

而且更容易获得 国际同行 的引文关注
。

中 国

国际合作的质量在不 同学科领域里相对优 势也略

有不同
,

其相 对优势排序分别为多学科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科 学
、

临床与实验 医学
、

地 球 与空 间科

H
J

zz/一T
J声了`L

NA叭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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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科学计量学研究

学
、

普通生物学
、

工程
、

生物医学研究
、

神经 与行为

科学
、

农业与环境和数学
。

其中在多学科领域合作

质量明显要高于其他领域
,

这是由于中国在多学科

领域 3 个最具重要 影响力的期刊 N at
u er

,

& i en ce

和 P or c e e d i n g s o
f rh e N a t i o n a l A e a d e m 汉 o

f S e i
-

en ce :

US A 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是通过国际合作方式

实现的
,

中国在这 3 个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中
,

国际

合作占了 90
.

24 %
。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
,

中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

区的合作必将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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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各学科领域的

相对影响力比较 (2 0 0 6 年 )

通过对中国及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增长趋势的

比较
,

可 以发现两者都呈现了指数增长的态势
,

但中

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增长速度要慢于中国论文 的增长

速度
,

而且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 自

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
。

中国国际合作的伙伴具有广

泛性
,

但合作伙伴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

亚洲一

些国家和地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不同学科领域

的国际合作状态不同
,

其中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国

际合作最活跃
,

中国科学家更倾向于在论文产出较少

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

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科学竞

争力
。

通过国际合作
,

中国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得到

了提高
,

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多学科领域三个最具影响

力期刊上的论文主要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的
。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在社会发

展的进程 中还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同

时在科学 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先进 国家还有很大差

距
,

因此应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

利用国际

相关资源
,

来提升 中国基础研究 的水平
。

在保持与

西方发达国家合作为主的同时
,

应不断加深与亚洲

国家或地区的合作
,

根据 目前海峡两岸关 系趋暖 的

现状
,

中国大陆应加强同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
,

相信

[ 1〕 Z h o u P
,

L e y d e s d o r
ff L

.

C h in 。 r a n
k

s s e e o n d in s e i e n t if ic p u b
-

1i
e a t io n s s in e e 2 0 0 6

.

155 1 N e w s
l

e t t e r ,

20 0 8
,

1 3
:

7一 9
.

[ 2〕 N a t io n a l S
e ie n e e B o a r d

.

cS ie n e e a n d E n g in e e r in g I n d ie a t o r s

2 00 8
.

A r
li

n g t o n ,

V A
:

N a t i o n a l cS i e n e e F o u n d a t io n ,
20 0 8

.

〔3〕 K a t z JS
,

M a r t in B R
.

W h a t 15 : e s e a r e h c o l la
b

o r a t io n ? R e -

s e a r e h P o li e y ,

1 9 9 7
,

2 6 ( l )
:

1一 1 8
.

〔4 j F r a m e JD
,

C a r p e n t e r M P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s e a r e h c o l la b o r a -

t io n
.

S o e i a l S t u d ie s o f cS ie n e e ,

1 9 7 9
,

9 ( 4 )
:

4 8 1一 4 9 7
.

[ s〕 cS h u b e r t A
,

B r a u n T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 o l la bo r a t io n in t h e s e i
-

e n e e s ,

1 9 8 1一 1 9 8 5
.

Se i e n t o m e t r ie s ,

19 9 0
,

1 9 ( l一 2 )
:

3一 10
.

〔6〕 L u u k k o n e n T
,

P e r s s o n O
,

S i v e r t s e n G
.

U n d e r s t a n d in g p a t -

t e r n s o f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s e ie n t if ie e o lla b o r a t io n
.

S e i e n e e ,

T e e h
-

n o
l

o g y & H u m a n v a l u e s ,

1 9 9 2
,

1 7 ( l )
:
一。一 22 6

.

[ 7」 刘云
,

常青
.

中国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科学计量测度与评

价
.

管理科学学报
,

2 0 01
,

4( 1 )
:

64 一 74
.

[ 8〕 郭继军
,

崔雷
,

张晗等
.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文献计量学分析
.

情报学报
,

2 0 0 0
,

1 9 ( 6 )
:

6 5 9一6 6 2
.

「9〕 袁军鹏
,

薛澜
.

主导与协同
:

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模式和特

征分析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 0 0 7
,

28 ( 1 1)
:

5一 .9

[ 10 」马峥
,

苏成
,

潘云 涛等
.

中国国际科技合著论文的学科分布

差异
.

科学学研究
,

2 0 0 8
,

2 6 ( l )
:

66一6 9
.

[ 1 1」金碧辉
,

S ut t m ie e r R P
,

张望等
.

中美科学合作
:

文献计量学

分析
.

山西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2 0 0 7
,

3 0 ( 2 )
:

2 9 5一 3 0 2
.

[ 12 」郭永正
,

梁立 明
.

国际科学合作结构的中印比较
.

科学学与

科学技术管理
,

20 0 7
,

2 8 ( 7 )
:

9一 1 3
.

「13 」史豪杰
,

朱文沓
,

吴广印
.

从 CS I合著论文角度看中法科技

合作
.

情报科学
,

2 0 0 8
,

2 6 ( 6 )
:

8 76一 8 8 1
.

〔1 4〕 H e T W
.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s e ie n t i f ic c o lla b o r a t io n o f C h in a
俐

t h

G 7 e o u n t r i e s
.

cS i e n t o m e t r i e s ,

2 0 0 9
,

8 1 ( l )
:

f o r t h e o m in g
.

[ 15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

2。。 7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

果
.

北京
,

2 0 0 8
.

〔1 6」 G I压n z e l w
,

cS h u b e r t A
.

A n e w c la s s i fi e a t i o n s e h e m e o f s e i
-

e n e e fi e ld s a n d s u b fie ld s d e s ig n e d fo r s e ie n t o m e t r i e e v a l u a t io n

p u r p o s e s
.

S e i e n t o m e t r ie s ,

2 00 3
,

56 ( 3 )
:

3 5 7一 3 6 7
.

[ 17〕 J in B H
,

R o u s s e a u R
.

C h in a
’

5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e x p a n s io n p h a s e

e x p o n e n t i a l g r o w t h b u t lo w im p a e t
.

h t t p :

/ / h d l
.

h a n d le
.

n e t /

19 4 2 / 8 7 6
.

2 0 0 7 年 3 月 1 2 日
。

仁18〕 Z h o u P
,

L e y d e s d o r ff L
.

T h 。 e m e r g e n e e o f C h i n a a s a l e a d i n g

n a t io n in s e i e n e e
.

R e s e a r e h P o li e y ,

2 0 0 6
,

3 5 ( 1 )
:

8 3一 10 4
.

〔19 〕 金碧辉
,

张望
,

周秋菊等
.

中国 国际科学合作 中的
“

华人 现

象
” .

科学观察
,

20 0 7
,

2 ( 6 )
:

2 0一 2 7
.

[ 2 0 〕 G l

anez
l w

,

压加
c k e r e K

,

Me
y e r

M
“

三极对垒
”
还是

“

四分 天

下
”
一中国在全球科技中的新角色

.

科学观察
,

2 007
,

2 ( l)
:

l一 .9

(下转 9 9 页 )



第 2 期 方玉东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进了我国现代生物分类学研究的快速进步— 以海洋虾类分类学研究为例

也因为取得上述成果
,

使课题负责人在国际虾类研

究中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

与国际同行建立 了密

切的联系
,

从而多次受同行邀请赴法国
、

日本
、

澳大

利亚
、

美国
、

新加坡等国家访问和合作研究
,

在 国际

合作中查对研究了采于世界各大海 区特别是印度
-

西太平洋海域的大量虾类标本
,

更清楚地 了解了世

界虾类的分布和动物地理学特点和我国海域虾类区

系在世界虾类区系中的地位
。

这为今后更加深入地

研究我国海洋虾类甚至整个甲壳动物亚 门的种类
、

分布和动物地理学特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

分类学虽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

但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在新分类单元 的发现
、

新 系统发育关

系的重建
、

分子系统学等新理论新方法 的提出和应

用
、

新的动物地理学特点的提出
、

新分类系统的建立

诸方面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也带动和促

进了生物工程
、

遗传育种
、

水产养殖
、

生态学
、

生物多

样性保护
、

外来种研究
、

生物资源调查等生物学其他

分支学科的发展
。

现代生物分类学从 18 世纪林奈 发表 《 自然系

统 》 ( S ys et m a
N at ur ae )并提出双 名法命名系统开

始
,

至今已有 2 00 多年的历史
,

是现代生物学所有其

他分支学科的基础
,

在现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中

拥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
。

目前我国的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力量还十分薄

弱
,

前景不容乐观
。

21 世纪海洋资源的开发是我国的

战略发展方向
,

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用和生物环境

的保护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

海洋

生态学也已成为
“

十一五
”

海洋科学研究的重点发展

领域 lj[
,

而这均需要海洋生物分类学的支撑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对海洋生物分类学的支持尤显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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