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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创中德科学合作美好未来

陈宜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

今年适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与德国科学基金会 以下简称 建立合

作关系 周年 ,共同组建中德科学中心 周年 。

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 ,我谨向推动和参与

中德科学合作与交流的两国科学家表示诚挚祝贺

向关心和支持中德科学合作和中德科学中心建设与

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在这里 ,我与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体会 。

国际合作与交流对科学创新至关重要

进人新世纪以来 ,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日趋

凸现 ,跨国跨区域的科学计划和研究活动日渐频繁 ,

科技资源全球化配置和科技人员的跨国流动 日益普

遍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 ,越来越被一些全球性科学

问题困扰 ,如气候变化 、传染性疾病 、生物多样性 、能

源资源等 ,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

置身全球创新网络 ,各国科学家在探索解决科学问

题的同时 ,增进了解和友谊 ,相互学习 、交流 ,分享了

知识 、成果和经验 。

科学无国界 。德国和中国都有悠久深厚的科学

传统 ,历史上两国科学家都做出了重要的发明创造 ,

让全世界从中受益 。 多年前 ,邓玉函 、汤若望等

与王微等共同译撰了多部西方科技书籍 ,首开中德

学者密切合作之先河 ,使得西方知识和中国知识达

到了某种超出他们同代人所能期望的会通 。莱布尼

兹在谈到中华民族与日尔曼民族之间的交流时 ,曾

经形象地说过 ,两个民族之间应该 “互相取长补短 ,

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

我在科研经历中对国际交流的重要性深有体

会 ,并从中获益匪浅 。在研究推动中国流域综合管

理和生态系统管理方面 ,我曾借鉴具有丰富治理经

验的典型河流 — 莱茵河的治理模式 ,来研究中国

的问题 。欧洲国家对莱茵河的发展理念进行过长达

年的辩论 。最早的莱茵河河道弯曲 ,后来发现一

些不利因素后将其改直 ,现在人们又恢复到 自然状

态的认识上来 。汲取国际经验 ,立足国内现状 ,我提

出在中国应该把河流作为活的生命系统 ,从整体角

度给予关注 ,保护河流健康 。

我曾担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国际生物多样

性计划的中国委员会主席 ,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的

缓解和适应研究 ,深知解决全球性科学问题 ,尤其需

要跨学科 、跨领域 、跨地域 、跨国界的科学家们密切

合作 。作为科研资助机构 ,要努力为科学家营造良

好的合作 交流环境 ,构建合作创新 的开放平 台 。

与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并共同成立

了中德科学中心 ,正是适应了国际科学合作的发展

趋势 ,顺应了两国科学家开展合作与交流的强烈愿

望与迫切需求 。

中德科学合作硕果累累

成立 年来 ,一直非常重视深化国际合

作 。到目前为止 ,已与 个国外科学基金组织 、科

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 ,共同

资助合作研究 、学术研讨会和人员交流等活动 。我

们高度重视与德国的合作 。 是最早与

签署双边协议的国外科学基金组织之一 ,也是

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 年以来 ,双

方关系和双边合作稳步发展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合

作层次不断深化 。 对德合作已形成由人员交

流 、合作研究 、重大合作项目以及中德科学中心构成

的总体格局 。 一 年间 , 资助中德人

员交流项 目近 个 ,投人经费约 万元 资助

中德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项 ,批准经费

万元 。其中 ,在 一 协议框架下 ,资助双边

研讨会 余个 、人员交流项 目近 余个 。

年 ,双方联合资助了中德跨学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

, ,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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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双方又在干细胞和水资源领域联合资助了

个合作研究项目。所有这些为两国科学家搭建

了桥梁和平台 ,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基础研究的发展

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成为中德科技合作的主渠道之

一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中德科学中心的成立是国际科学合作的一项创

举 。中德科学中心通过资助中德双边研讨会 、合作

研究项目 、合作研究小组 、人员互访 、出版物 、提供交

流和科学活动场所等形式 ,推动了中德科学家 、尤其

是青年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 年来 ,

与 向中德科学中心投人经费近 亿元人民币 ,

共资助项目 个 ,已有 万名中德科学家得到

资助 。 年春天 ,北京暴发 ,中德科学中心

适时召开了中德抗 研讨会 。德国总统约翰内

斯 ·劳在访问该中心时称赞 ,中德抗 研讨会

使双方科学家在全球抗击这个新的 、危险的病毒斗

争中互相支持 ,对双方都十分有益 。中德科学中心

从 年起资助了 名中国优秀博士生到德国

林岛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术大会 ,并参观德国著

名实验室 ,开拓了他们的国际视野 自 。。 年起又

推出资助德国优秀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访问和工作

项目 ,为中德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在 、 以及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下 ,中德

科学家在平等 、互惠 、互补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与交

流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与德国哥庭根大学合作进行的中德青藏高原地

球动力学及环境演变研究 ,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和

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由汉堡大学天文

台 、海德堡大学天文台与国家天文台共同组建的中

德贫金属星联合研究小组 ,围绕 项 目 ,对

银河系极端贫金属星及化学演化开展了系统研究 ,

使 光谱巡天计划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中

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朱茂炎研究员自

年起开展对德合作 ,发现了地球上最早的动物胚胎

化石 ,将动物起源从 亿年前提前到 亿年前 。

该项成果在 。杂志上发表 ,被评为 “ 年中

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和 “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

展新闻 ”。

由此可见 ,中德合作是互惠的合作 ,是双赢的合

作 。中德科学中心成立以来的 年 ,是在 和

共同支持下蓬勃发展的 年 ,是有力资助两

国科学家协作创新 、增进友谊的 年 。

中德科学合作前景广阔

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尽 ,加强科学前沿部署 ,把

握科技革命的机遇 ,引领世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明智选择 。面向未来的发

展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立了更加侧重

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 、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 ,就

是要加强统筹部署 ,夯实学科基础 ,推进科学前沿 ,

培育创新人才 ,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当代基础

研究越来越需要开放创新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适应

基础研究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深人推进国际合作与

交流 ,提升战略型国际合作水平 ,引导科学家深人开

展实质性合作研究与交流 ,共同推进科学的发展 。

深化中德合作始终是 国际合作战略部署

的重要内容 。对此 ,我愿意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持续

推动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 。根据学科发展战略和优

先发展领域的部署 ,继续鼓励中德科学家在前沿科

学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二是不断拓展联合资

助模式 ,逐步完善联合评审与结题评估等管理模式

三是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环境 。充分利

用双边协议框架和中德科学中心平台 ,支持中德科

学家 ,特别是优秀青年学者参与和组织中德合作与

交流活动 ,鼓励和资助在若干前沿和基础学科领域

建立中德优秀科学家和研究群体之间的长期 、稳定

的合作研究网络 四是加强双方资助机构的战略对

话 ,扩大和深化双方在政策 、管理等方面的交流 ,在

中德 、中欧和国际科学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

中国《诗经 》中说 ,鹦其鸣矣 ,求其友声 。中国科

学家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致力于

科学研究 ,并从中建立起深厚友谊 。德国诗人歌德

说过 ,友谊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以保持 。

我坚信 ,随着中德合作格局的不断拓展 ,合作交流的

实践将更加丰富多彩 ,必将成为巩固我们友谊的桥

梁和纽带 。加强中国与德国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科

学技术交流 ,促进两国乃至更多的科学家携手创新 ,

必将为丰富人类科学思想和知识宝库 ,增进文化交

流 ,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

贡献 。

刃 飞 , 皿 仆 廿 凡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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