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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的现状及对策

孙

重庆大学 , 重庆

键 ` 陈 奎 刘 云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 北京

〔摘 要 〕 本文阐述了大科学的特点及目前国际大科学研究的发展形势 ,分析了我国参与国际大

科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大科学国际合作政策,最后针对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
研究计划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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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纪下半叶以来, “大科学”研究方兴未艾,
因其蕴含着巨大的战略意义 ,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

经济、科技及军事利益 ,目前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目前 , 关 于 “大 科 学 ” ,

, 一 一词还没有权威的定

义 ,一般就其研究特点来看 ,主要表现为 投资强度

大 、多学科交叉 、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 、研究

目标宏大 、参与人数众多等 。根据大型装置和项 目

目标的特点 ,大科学研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需要巨

额投资建造 、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 “工程式 ”

的大科学研究 ,又称 “大科学工程 ”或 “大科学装置 ” ,

如国际空间站计划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
对撞机计划 等 第二类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

大规模 、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 ,通常是围绕

一个总体研究 目标 ,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 、有分工 、
有协作 、相对分散开展研究 ,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 、

全球 变化研究 等属 于这类 “分 布式 ”的大科 学

研究 ` 。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 ,科学研究已经进人

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拓展以及
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深人发展 ,多学科 的大规模交

叉和相互渗透转移 ,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许
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成本种复杂性远远超出一
个国家的承受能力 ,科技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必

须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科技合作 ,参与国际大科学研

究计划成为进人国际科学前沿和提高本国基础研究

实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

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的现状

目前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主要由发达国家牵头

开展 ,主要集中在地学 、生命科学 、高能物理与核物

理 、核聚变 、空间科学与空间天文学 、空间物理学 、地

面天文学领域及全球变化计划等 。

全球变化计划主要由四个相对独立又相辅

相成的分计划组成 全球气候研究计划 、国

际地圈一生物圈计划 、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

因素计划 和生物多样性计划

。中国是全球变化国际研究计划的发起者之

一 ,对 和 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全
球变化研究的 个核心计划中 ,中国参加了 个 ,

占总数的 。在核心计划的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中 ,目前以我国为主的仅有 项 ,即北极一赤道一南极

断面计划 一 项 目负责 季风驱动生态系统概

念的提出及其机理研究 ,并建立全球变化东亚区域

研究中心 长期生态模拟项 目研究 。其

余计划项目大多结合中国资源环境生态特点独立实

施或参与国际合作 。至于生物多样性计划 ,我国以

独立研究为主 ,国际合作研究参与度较小 。

地学领域 ,影响 比较大的现在正在进行 的

主要有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国际大陆科学钻

探计划 、全球地震网计划 、南极科学钻探计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DOI :10.16262/j.cnki.1000-8217.2009.03.014



第 期 孙键等 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的现状及对策

划 等 。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由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 发展而来 , 年 月 日正式启动 ,由

美国 、欧洲和日本主导 ,中国于 年加人该计划

并成立了中国 委员会 , 同时组建了中国

专家委员会和中国 办公室 。

年 ,中 、德 、美三国正式签署备忘录 ,成为

首批成员 国并正式启动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琴任中国大陆科学钻

探中心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提出并主持 “大别

超高压变质带 ”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 、规模最大的 、

地壳构造运动折返地表最深的超高压变质带的折返

机制的钻探项 目 ,德国科学家参与合作 。 。。 年

月 日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第一井正式在江苏省东

海县毛北村开钻 。

牵头发起的全球地震网计划 ,中国地震局

与美国地质调查局 及美国地震学联合研究

共同支持了中国数字地震台网 。

目前 ,中国尚未参与由 牵头的南极科学钻

探计划 。

生命科学领域 ,开展的大科学研究主要有

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计划 、人类前沿科学计划 、人与生

物圈计划 、植物基 因研究计划 、蛋白质数据银行计

划 、长期生态研究计划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 、

人类基因组计划 、跨部门太空脑科学实验计划 、大规

模生态研究网站 、人类脑计划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

划 、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等 。 目前中国尚未加

人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计划 、人类前沿科学计划及跨

部门太空脑科学实验计划 。

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

心注册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负责测定全部序

列的 ,并于 年提前高质量完成人类基因组

计划中所承担的测序任务 ,表明中国在基因组学研

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我国的水稻基因

图谱研究与英 、美等国科学家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

年 月 ,中国成 为参加 人类脑计划 的第

个成员 国 ,并且开始启动 “中华人类脑计划 ”。中

国已加人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研究计 划 ,并作

为国际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国之一 ,在动物 、植

物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大科学研究中已开展 了广

泛而实质 的工作 。

作为人类蛋 白质组计划 两个首批行动计

划之一的人类肝脏蛋 白质组计划 ,于

年在北京宣布正式启动 ,该计划总部也设在北京 。

这一工程由中国科学家牵头执行 ,也是我国科研人

员第一次领导重大国际协作计划 。

我国政府倡议制定的第一个国际大科学工程研

究计划 — 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于 年

月 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并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

合作规划纲要 一 。年 》,该计划致力于在

世界范围内构筑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推进中

医药现代化的发展 。

到目前为止 ,中国科学家也参加了生命科学领

域内的其他大科学国际研究计划 ,但在研究中发挥

的作用较小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家在该领

域内的国际影响力 。

在空间天文学领域 ,由美国主导的计划主

要有国际空间站 、地球观测系统 、先进 射线空间

物理设施 、 卫星探测计划 、哈勃太空望远镜

和伽利略木星使命计划等 项大型空间科学计划

由欧洲空间局主导的计划有 空间红外观测卫星 、克

拉斯特观测计划 、 射线多镜望远镜观测计划 、

空间观测计划 、 地球观测计划等 。中国
于 年加人了全球对地观测系统 ,除此之外 ,还

尚未参加其他计划的研究 。

随着中国 “神舟 ” 号 、 号 、 号载人飞船发射

升空并顺利返回 ,中国航天员成功实现太空行走 ,中

国在空间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科

学家参与国际空间天文学合作研究的机会将逐渐

增多 。

空间物理学领域 ,主要有宇宙物理学计划

美国 、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 中国和欧洲空间

局 、伽利略计划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空间局 等 。

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 双星计划 是我国第一

次以自己提出的探测计划开展国际合作的重大空间

探测项目 ,双星与欧洲空间局星簇卫星计划的四颗

卫星相配合 ,首次形成了地球空间的 “六点探测 ”。

此外 ,中国于 年 月成为参加伽利略计划的

第一个非欧盟成员 国 。

地面天文学领域 ,主要有两台 米

望远镜 、大 型望远镜 、地球摆 动观 测

网 、 。美洲天文观测站 、南极天文物理研

究中心 、激光干扰引力波观测网等 。除了在激光干

扰引力波观测网研究方面中国科学家与其他国家的

科学家进行了一些 间接合作外 ,中 国目前还 尚未参

加该领域其他的大科学研究 。

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方面 , 欧洲核

子研究 中心 开展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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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 , 于 年 月

日正式启动运行 ,成为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能量最

前沿 。中国参加建立 上面的两个探测器 。

在核聚变方面 ,主要是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计

划 , 工程设计于一 年完成 。经过

年的谈判 , 计划七方 中国 、欧盟 、印度 、日本 、
一

韩国 、俄罗斯和美国 正式签署了联合实施协定 ,启

动实施 计划 。

我国资助国际大科学计划的主要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 、国家科技部及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 “中科

院 ” 等部门以各种形式 ,资助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

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 并开展合作研究 。

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上的大型实验装置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磁谱

仪 ,是世界上第一次利用大型高能加速器实验装置
开展宇宙线的精确测量 。早在 年 ,中科院高能

所在自然科学基金委 、中科院和国家科技部的大力

支持下 ,参加了 国际合作胆。
海拔 米的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是我

国进行宇宙射线研究的重要墓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先后支持中日 、中意的科学家之间在该研究项 目开

展合作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

要影响 。

与国家科技部、中科院群合资助中科院高能物
理所和中国四所大学参与欧洲核子研究 中心

大型强子加速器的两个大型探测器

和 的合作 ,并取得重要进展 。

阿尔法磁谱仪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送

人太空的磁谱仪 ,在宇宙空间对带电粒子进行直接
观测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 。在原国家科委 、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的共同支持下 ,中科院高
能物理所、电工所和中国运拜火箭技术研究所承担
了阿尔法磁谱仪永磁体系统项目的设计 、研制 、测试

和空间环境模拟试验 ,成功研制出了人类送入宇宙
空间的第一个大型磁体系统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一

和北京谱仪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工作

在 — 莱能区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实验装置 。自

建成后 , 自然科学基金委即以重大项 目的形

式予以资助 ,并结合国际合作项目支持他们开展国
际合作 。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国际重大合作项 目的形式资

助了 “东亚古季风的演变 ”研究 ,开展了多次卓有成

效的航次合作 ,例如根据中国学者提出的钻探建议

书 ,按照中国学者设计的井位和思路 ,在中国学者的

主持下 ,由海内外和海峡两岸 位中国优秀科学家

积极参加而实现的国际大洋钻探 第 航次

等「刁。 “亚洲季风研究 ”是一项多边参与的国际合作

研究 。一直以来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日本文部省 、韩

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共同资助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

日本东京大学 、韩国釜山大学等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研究 ,大大推动了国际季风研究的发展 。我国学者

通过合作研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 。通过多

年的合作 ,成立了设在中国的亚洲季风研究中心 ,使

我国成为全球季风研究的 “中心 ”。

“拟南芥全部转录调控因子蛋白组学研究 ”是到

目前为止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资助额

度最高的项目 ,北京大学和中科院遗传所与美国耶

鲁大学等 个单位密切配合 ,经过短短 年的时间

取得了突出成果 ,克隆了 个拟南芥转录调控因子

家族中 个基因 ,获得了拟南芥所有已知和预测

的 个转录因子的序列 。

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 双星计划 是我国第一

次以自己提出的探测计划开展国际合作的重大空间

探测项目 ,也得了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 目的支持 。

双星与欧洲空间局星簇卫星计划的四颗卫星相配

合 ,首次形成了地球空间的 “六点探测 ” 。国际学术

界主动邀请中国参加 世纪前 年规模空前 “国

际联合与日共存计划 ” ,并将中国的双星计

划和新提出的空间风暴探测计划列为 中的核

心项 目 。

为建立欧洲新一代资源雷达卫星

数据应用研究的联合研究队伍 ,促进双方卫星应用

技术水平的提高 ,国家科技部和欧洲空间局合作开

展的 “龙计划 ” ,由国内的 家单位 名科学家与

来自欧洲空间局的 多个成员国进行合作研究 。

“十五 ”期间 ,国家科技部设立 “国际科技合作重

点项目计划 ” ,通过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 目 ,参

与多边或双边的重大科技合作计划 。期间该计划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 “支持参与大科学和大型

国际研究计划 ,争取在空间技术 、高能物理等大型国

际研究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 在国际科技合作计

划资助的项 目中 ,有一大批研究项 目是 许多 国际大

科学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 “中美磁约束核聚

变研究 ”、“ 部分探测器和器件的后续及完成 ”

等 。此外 ,在国家 “ ”、“ ”等科技计划中也有相

应的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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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国家和地区对大科学研究计划国际

合作的资助情况

美国一直走在国际大科学研究的前沿 ,引领着

世界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除了在一些需要利用其

他国家地区独特的资源或者为分担巨额成本时 ,美

国大科学项 目的国际合作是有限的 。长期以来 ,美

国把大科学项目视为国家的事业 ,因其财力雄厚有

条件进行 “单干 ” ,大多数高能物理学 、空间科学等领

域的项目主要是国家支持的 ,以本国研究为基础发

展大科学研究 ,与之有关的国际合作也是在保证美

国对项目的领导权前提下进行的 。但是 ,随着研究

成本的不断上升 ,且联邦政府预算 日益受到限制 ,美

国对大科学国际合作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 〕。

美国国内的一些科研部门都曾专门调查和讨论

过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合作方面的资助政策 ,尤其

是在 “ ”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保

守政策 ,并提出了各种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合

作的建议和政策 ,如牵头发起许多国际大科学研究

的 ,专门成立国际科学与工程办公室负责国际

科技合作 ,主要通过参与全球规模的项目和研究网

络 、资助国际设施 、与其他国家科技计划保持联系 、

资助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获取国际科学和工程

的信息等五个方面来开展国际合作 ,这其中有很多

活动都直接与国际大科学研究相关 。此外 , 还

与世界其他主要的科技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如全

球科学论坛 , 、组织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全球变化研究

, 的国际基金组织

、南极条约

的协商会议 、世界气象组织
, 等 。

可以看出 ,美国希望保持其国际领先地位的科

技发展政策 ,一方面不断通过国际合作来分担 日益

增加的研究成本 ,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其对大科学研

究的领导地位川 。这两方面的需求使其参加大科学

研究国际合作时避免不了与其他国家的愿望发生

冲突 。

由 年 组织部 长级会议上成 立的大

科学论坛 发展而来的全球科

学论坛 ,其最初 的 目标就是加强大科学项 目的科学

合作 ,并尝试解决有关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及有关

涉及大科学的政策问题 。所有参与建立这一新的机

制的政府是基 于这样 的共识 需 要国际合作来

克服大科学项目的困难 必须共享资源 ,包括资

金及智力资源 避免大科学项目不必要的重复 。

随着任务的扩大 ,全球科学论坛力图解决更基

础的问题 ,每年两次的全球科学论坛 ,汇集了来 自

国家科技政策的官员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进

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机会困 。论坛还建立了

具有特定目的的专题工作组和一般工作组进行技术

分析 、得出调查结果并由政府提出行动建议 。全球

科学论坛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

起交流 、讨论科学领域的发展 ,也使不同国家的政府

一起讨论每个领域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交流和了解
各自的现状和想法 ,从而制定出合作的政策 。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以及 日本等也积极发起或参

与国际大科学研究 ,如 计划最早由美国 、俄罗

斯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 日本共同签署工程设计

协议 目前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空间站有

俄 、美 、加拿大以及欧洲的 个国家参加等 其他国

家也在为实现 自己的科技战略 ,利用自己的科技优

势或独特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 。

关 于我 国参与 国 际大 科学研 究 的若千

建议

在大科学时代 ,参与国际科学合作已经成为追

赶国际科技浪潮 、提升科技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

科学因其在当今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 ,积极参

与国际大科学研究也是我国科技战略的重要内容

之一 。

设立统一协调参与大科学国际合作的机构

或部门 ,以协调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的行动 ,并

确保有稳定的投人资助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 有选

择地与其他国家或重要科技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引

导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 ,实现政府

的桥梁作用 在重点与一些欧 、美国家加强合作的同

时 ,积极开展与日本 、巴西 、印度 、韩国等的合作 ,充

分利用其科技资源和独特优势 。

建议有关部门实行对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

的跟踪管理 ,并建立针对我 国参与 国际大科学研 究

的考核体系和制度 ,以 一 年为一个周期 ,邀请相

应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全面综合

评估我国组织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的状况及发挥的

作用 ,指出我国在参 与国际大科学研究时有哪些领

域拥有优势 、哪些领域巫待突破等 ,并向有关部 门提

供相应的建议以供决策时参考 。

我国科学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重要的科技组

织及其活动 ,保持与国际科技组织的 良好合作关系 ,



1 6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年

作政策以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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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工作总结
及交流会议在京召开

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

刊的资助工作 ,了解受资助期刊取得的工作进展 ,促

进期刊编辑部之间的交流 , 年 月 一 日

计划局在北京西郊宾馆组织召开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工作总结交流会
议 。共有 个期刊编辑部的代表参加会议 。

在一天半的时间内 ,与会代表围绕近两年取得

的进展 目前期刊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

方向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代表们还针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目前的期刊资助模式也提出很

多建议 。

重点 学 术 期 刊 专 项 基 金 年 设 立 , 自

一 年共受理 申请 次 ,资助 项项 目 ,

累计 个期刊获得资助 。

计划局专项处 王岩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