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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和澳 大利 亚科技 界 的合作 与 交 流 起步 于 及医学研究领域 ， 并引 人了 共同选择领域 、 联合资助

世纪 年代 ， 当 时双方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合作研究的合作机制 。

年 月 ， 中 澳两 国 正 式签订 《 中 澳政府科技合 根据统计 ， 最近 年 间 （

—

年 ） 自 然科

作协定 》 ， 使双方 的科技合作步人正轨 。 多 年来 ， 学基金委 资助 对澳合作项 目 共计 项 ， 总 资助 经

中澳两国 都非常重视在科技领域的 合作与 交流 ， 在 费达到 万 元 ，
全方位地推动 了 双边科技合

两国 政府间科 技联委会机制 的推动 下 ， 双方科技界 作 。 根据近 年 （
— 年 ） 自 然科学基 金委

高层定期会晤 ， 随时 调 整和 确 定两 国 科技合作 的优 资助 的对澳合作项 目 数和 资助经费 学科分布情况的

先领域 并及时解决双边合作中 出 现的 问题 ， 共 同见 分析 ： 就资助项 目 数量看 ， 工程与 材料科学 和 信息

证了 双边科技合作的长足发展 。 科学领域的项 目 占 较大 比例 ， 分别 占 总 资 助 项 目 数

长期 以来 ， 中 澳两 国 的科技合作 已 经产生 出
一

的 和 从资 助 经费 学科 分布 情 况

系列 的新发现和有创意的科研成果 据中 国 科学引 看 ，工程与材料科学 、 医学领域项 目 分别 占 总 资助经

文数据库的统计 年 中 澳双方科学家联合发表 费的 和 。 从 中可 以 看出 ， 医 学领域

的科学论文达 到 篇 ， 占 澳大利亚 年 国际 合作项 目 总经费虽然所 占 比 例较 高 ， 但 总项 目 数较

合作论文总数 的 ， 中 国 已 经 成为澳 大利 亚对 低 ， 仅有 项 。 之所 以 出 现这种 情况 ， 主要 是因 为

外科技合作的 第三大伙伴 ， 仅次于美 国 和 英 国 。 从 医学领域的 个合作项 目 中 ， 有 个非 组织 间合作

年中 国 国 际科技论文产出 状况看 ， 中 国 科学家 研究项 目 ， 即 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国 际 （ 地 区 ） 合作研

共发表国 际合著科技论文 篇 ， 其中 与澳大利 究项 目 ， 资助 经费 合计 万元 。 非组织间 合作研

亚科学家合著论文 篇 ， 占 总 数 的 ， 排名 究项 目 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单方 资助 ， 科学家 自 主选

第四 ， 仅次于美国 、 日 本和英国 。
双方 的合作领域 择合作伙伴和 合作领域的 国 际合作项 目 。

广泛 ， 在新兴学科 ， 如 生 物技术 、 纳 米技 术 、 信 息 通 分析表明 ， 自 然科学基金 委 近 年 资助 的 对澳

讯 、 新能源等领域 以 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 合作项 目 主要集 中 在 自 然科学与 工程领域 ， 占 总 资

议题上有成效显著的合作 。
助项 目 数 的 医学领域 的项 目 数 比例较小

，

由 袖 赳诂么 作俩
只 占总 资助 项 目 数 的 。 究其 原因 ， 主要 是

因为 自 然科学基金委 的对 口 合作机构 主 要资

作为 中 国 基础研 究主 要资 助渠道 之一

， 国 家 自 助 自 然科学与 工程科学研究 ， 不资助 医学研究 ； 而两

然科学基金委 员 会 （ 以 下 简 称 自 然 科学 基金委 ） 自 国 政府 间 的
“

中 澳科技合作特别基金
”

的资助领域也

世 纪 年代 起 ， 先后 与 澳 大利 亚研究 理事 会 主要集中 在 自 然科学 与 工程研究领域 。 因 此 ， 双边

和澳大利 亚前 合作框架下的基础医学合作项 目 的数量 自 然就相 对

创新 、 工业 、 科学与 研究部 （ 较少 。 然而 ， 自 然科学基金委 近 年资助 的 非组织

， 共 同 间合作研究项 目 重大 国际 （地区 ） 合作研究项 目

资助了
一系列 合作交流项 目 ， 包括 自 然科学领域 ，

以 中 ， 中 澳合作项 目 为 项 ， 其 中 医 学领域项 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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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占项 目 总数 的 。 这说 明 ， 中 澳 两 国 科学 全球约有 亿糖尿病患 者 ， 而患 者人数还将持续剧

家在医学研究领域有较强 的合作需求和坚实的合作 增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世界十 大死 因

基础 。 只是限于 联合资助渠 道和 经 费有 限 ， 使该 领 中 ， 糖尿病 已 经升 至第 位 。

域双边合作研究项 目 数量受 到 限 制 。 在
“

中 澳科 技 澳大利亚 目前 的糖尿病和早期糖尿病患 者人数

合作特别 基金
”

实施的几年 中 ，尽管生物 医学合作研 约 为 万 ，
每天 大约 有 人患 上糖尿病 ， 预计到

究项 目数量不多
， 但在 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为 更 年 ， 澳 大利 亚 的 型 糖 尿病患 者 人数将 达到

大规模更深人 的生 物 医学 领域的 合作摸索 了经验 ， 万之众 ， 糖尿 病 已 经成 为 澳大 利 亚第 大 死

奠定 了基础 。 因 。 据统计 年澳 大利 亚死 于 糖尿病 的人数

签署 合 作协议促 进双 边 生物 医 学 基 础研
联邦政府用 于 糖尿病领域 的卫 生 保健开支从

亿澳元增 加 到 亿澳元 ， 增 幅 为 。

长期 以来 澳大利亚在生物 和 医学研究 领域
一

同样 ， 中 国也 面 临着糖尿病对人体健康 的威胁 。

直保持着 世 界领 先水 平 。 诸如 ， 超 声波 成 像 技术 有研究显示 ， 中 国 目 前大约 有 多 万糖尿病 患

、 盘 尼 西林 （ 、 仿 生 者 ， 成年前 驱糖尿病 患者数量 约 为 亿人 ’

，

耳 、 宫 颈癌 疫苗 （ 、 隐 形 眼 镜 居 全球之首 。 巨大 的糖尿病患者人群 和糖尿病带给

等
一

批造福人类 的重要研究 成果 均 患 者 、 社会 、 国 家沉重 的 经 济 负 担 。 中 国 每年耗 资

出 自 澳大利亚科学家之手 。 迄今 ， 澳大利 亚共有 亿元人 民币 用于对糖尿病的管理
，
糖尿病所致

人获得诺贝 尔 奖 ， 其 中有 人是诺贝 尔 生 理学 或 医 的直 接 医 疗 开 支 已 经 占 到 中 国 医 疗 总 开 支

学奖得主 。 在英 国 《 泰 晤 士 报 》
— 年 度 的 。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中 ， 临 床 （ 前 ） 和 健康研究领 由 此可见 ， 糖尿病给两 国 均 带来了 沉重 的 经济

域 的前 名 大 学 中 ， 澳 大 利 亚 有 所 大 学 跻身 和社会负 担 ， 已 经成 为 双方在健康 领域共 同 面临 的

其 中
—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 中 澳双方基金组织选择在糖

年 ， 自 然科学基金委与澳 大利 亚 国 立健康 尿病领域启 动 实质性生物 医学合作项 目 ， 具有 长 远

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就增进两组织间交流 和现实双重意义 。

与合作达成 了共识 。 年 月 ， 自 然科学基金委 根据 自 然科学基金委双边合作 的惯常做法和 实

与 正式 签署《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 施机 制 ， 在实施双边联合资助的合作研究计划之前 ，

澳大利亚国 立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合作协议书 》
，

举行双边学术会议 ，组织双方专家开展研讨 ， 确定具

以斯在此合作协议框架下共同资助 中 澳两 国 科学家 体的优先合作领域是双边合作计划 中 必不可少的重

在医学健康研究领域 开展学术交流 与 合作 活动 ， 促 要环节 。

进相关研究领域的进 展 ， 解决共 同 面 临 的 问题和 挑 根 据双方合作协议 的精神和达成的共识 ，

“

中 澳

战 。 与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在使命 、 型糖尿病研究双边学术研讨会 ”

于 年如期在

战 略定位 、 评审 机制 和 医学研究 的优先领域设定方 澳 大利 亚召 开 。 中 澳双 方邀请 的既有 从事基 础 研

面具有很多共 同 之处 ， 双方 的合作具有 良 好 的基础 究 、 又有 来 自
一

线 的 临 床专 家 ， 基础 与 临 床各有 侧

和条件 ， 将为两国 健康与 医学合作做 出 贡献 。 重 都是 在相 关 领域做 出 优 秀 研究成果 的科 学 家 。

双边合作协议 的签署使中 澳双方在 医学研究的 双方研究人员 深入交流并探讨了 关于 型 糖尿病 的

合作步人正轨 。 选择双方共 同感兴趣 的领域对开展 研究经验及其各 自 的最新进展 ， 涉及 了从基 础科 学

有效的实质性合作至关重要 。 在听取有关专 家建议 到人群干预研究的 一系列 糖尿病研究领域 ， 大家就

的基础上 ， 双方很 快就合作形式和 合作 内 容达成共 型糖尿病是 中 澳两 国 共 同 面临 的重大健康 问 题 ，

识 。 双方 同 意在糖 尿病研 究领域 以 学术 研讨会起 越来越 多的前沿研究将有助 于我 们 了 解这种 慢性疾

步 ， 以 此为平台 ， 研讨确 定未来合作领域 和方 向 ， 为 病 ，并通过双边合作 ， 使相关研究获得重要进展达成

下一步共同资 助合作研究项 目搭建 良好平台 。 共识 。

当前 在健康医学领域 ， 中澳两 国 都面 临着糖尿 在双方专家充分研讨 的基础上 ， 自 然科 学基 金

病的威胁 。 作为 一种花 费 高 昂 的疾病 糖尿病经 常 委和 根据双边研讨会双方 主席的 建议 ， 确

引 起并发症 ，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 。 据统计 ， 目 前 定 型糖尿病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和 型 糖尿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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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的干预研究作为两国 开 展生物医学领域合作 实 质性合作研究项 目
。 关于具体 的合作模式 ， 如 资

的优先领域 ， 并就下一步的合作计划达成一致意 见 ， 助强度 、 评 审 方式 、 评审 标准 、 后期 管 理和 评 估 等

决定开展 年启 动 共同 征 集联合资助 的双边合 细节 问题 ， 双方须继 续通过 磋商 ， 探 索既 符合双 方

作研究计划 ， 以 支持双边合作 ， 促进优 势互 补 ， 共 同 管理机制 ， 又便于 双方操作 的合作 机制 和 项 目 管理

应对 中澳 两国 在糖尿 病领域面 临的 挑战 。 流程 。

对双方联合 资助 计划 的 实 施 和未 来 合作
经验 ， 可 以 为 中 澳 的双边合作提供参考和 借鉴 。 近

年来 ， 自 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 、 加 拿大等 国 医学资助

加强顶层设计 ， 搭建合作平 台 机构 在 健 康 研 究 领 域 开 展 了 富 有 成 效 的 合 作 。

自 然 科学基金委与 正式签署合作协 也一贯重视开 展 国际合作 ， 资助澳大利 亚

议 ， 建立面向 未来的合 作关 系 ， 开展实 质性合作 ， 顺 科学家参 与 国 际 合作 活动 ， 近年来在 与 日 本 、 新加

应了两 国科学界在生 物 医学研究领域加 强双边合作 坡 、 新西兰 、 加拿大 、 欧盟等 国 家或 国 际组织合作 ， 共

的需求 ， 有利 于 促进两 国携手应对人 口 与健康这一

同资助 了
一

系列双 、 多边合作项 目 。

共同 面 临 的挑 战 ， 提高 两国 人民 健康水平 符合双方 笔者认为
，
双方应该在参考传统 的

“

同步征集 、

的利益 。 各 自 函评 、 联合会评
、
共同 资助 、 携手管理

”

的模式启

一

方面 ， 中 澳两 国科学家有着各 自 的 独特 的研 动 现行双边合作计划 的 同 时 ， 根据资助领域 、 资助强

究优势 ， 又有 着 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强 烈 的合作需求 ， 度 以 及双方运行机制思考和探索磋商机制 和 项 目 设

互补性强 。 两国 医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 合作交流 计与 实施机制 ， 有效降低 管理成本 ， 提高 管理效率 。

不断 ， 合作形 式包括人员交流 、 学术研讨会议和 实质 一方面 ， 双方可以 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 ， 通过定

性合作研究项 目 。 澳大利 亚在医学研究领域具有 国 期会晤 ， 就资助领域 、 项 目 进展和 评估 、 以 及新合作

际一流研究水准的墨 尔本大学就多次组成 医学高级 计划 的制 定等事 宜密切沟 通 ；
另 一

方面 ， 双方可以 就

访问 团对我 国 的大 学和 医学研究 机构进行 工作访 评审方式作
一

些新 的尝试 ， 例如 可 以 考虑共 同 邀请

问 ， 寻求合作机会 。 国际同行 专家对项 目 进行 函评 ， 对传 统的
“

各 自 函

另一方面 ， 对华 合作 态度 积极 ， 有意 评 、 联合会评
”

的评审过程加 以 简化的 同 时 ， 提高工

与 我 国 有关部 门 开展合作 项 目 。 从双方前 期 的接 作效率 ； 或者是当项 目 申请量不是很大时 ， 可 以考虑

触 ， 到就具体合作 内 容 的商榷 ， 再 到 合作协议 的签 对联合会评的方式进行 网络化 的尝试 ， 召 开视频联

署 ，

一直对与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开展合作
一

直抱着积 合评审会 。 在双边合作项 目 形成系 列 ， 步入正轨 以

极 、 友好 、 理解 、 合作的 态度 。 由 澳洲 华人生 物 医学 后 ， 应充分认可对方评审程序和标 准的基础上 ， 甚至

科学协 会 （ 可以 尝试轮流 由单方组织国 际 同行专家对合作项 目

组织 的每 两年定期 举行一次澳 中 进行评审 。 为保证项 目 管理 的顺利 开 展 ， 双方应进

生物医学研究大会就得到 了 澳大利亚国 立健康与 医
一步加强管理部门 之间项 目 管理人员在管理经验方

学研究理事会 的大力 支持 。 历届双边生物 医学会议 面的交流 与合作 ， 以 保证双边合作 的可持续发展和

都为促进 两国 医学领域 的 合作与 交流 作 了 积 极的 深入 。

贡献 。
（ 增 进互 信共识 ， 拓展合 作领 域 ， 保 证互 惠

在此天 时地利 人 和 之际 ， 双方应该不失 时机地 双赢

加强 顶层设计 ， 搭建合作平 台 ， 增 进 相互了 解 ， 形成 召幵 中澳 型糖尿病研 究双边学 术研讨会 ， 启

和建立共同 征集联合资助 的合作机 制 ， 携手推动 两 动 在 型糖尿病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和 型糖尿病及

国 医学研究 领 域的 实 质性 合作 ， 服务 于 两 国 人 民 其并发症的干 预研究领域的联合资 助计划使 自 然科

福祉 。
学基金委和 之间 的合作有 了

一个 良 好的

稳定经费投人 ， 完 善联合资助 机制 开端 。 然而 ， 任重而道远 。 双边研讨会应该继续 ， 为

支持和 促进实质性双边合作研究 ， 需 要 稳定的 实质性合作开拓更广泛的领域 。 联合资 助的机制应

资助 经费保 障 。 自 然科学基金 委和 —直 该不断完善 ， 以 保证双边合作可持续发展 。

对加强 双边 合 作都给 予 了 充分 肯定 和 积极支 持 。 为此 ， 双方应在继续携手摸索 、 密切配合 的基础

双方初步达成 共识 ， 共 同 投入 经费 ， 联 合征集 资 助 上 ， 做好联合资助和项 目 管理工作 ， 并积极跟踪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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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同 时 ， 双方应加强 沟通 ， 进一步拓展双方更广

泛在健康研究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 。 建议根据两 国

生物医学研究战 略规划 和优先资助 领域 （ 如 精神 健 。

康 、 衰老 、 肿瘤 、 心血 管疾病等 ） ， 继续通过组织双方

科学家开展双边研讨 的方式 ，不断拓展 、 深化和凝聚
： ： ：

对共同感兴趣的优先研究领域的共识 。 ：

为保证双边合作的 顺利 延续 ， 建议双方 尽快选
：

择下一阶段 的 优先合作 领域 。 建议有关部 门 优先
，

考虑将精神疾病 和 心 理健康列人双方合 作 的优先

领域 。 精神 疾病和 心 理 健康
一

直是 自 然科 学基金
— 。

委 医学科学部优先 资助 的 领域 ， 并与 美 国 、 加 拿大 ：

等 对 口 基金组织成功 开展了 广泛的 双边合作 ， 无论 ’

… 、
十

，

是科学 界还 是资 助 机构 都 积 累 了 经验 。

也将精神健康列 为 战 略规划 中 大

健康问题之一

， 并于 年斥 资 万澳元设
’

立了 精神健康研究专项基金 ， 支持开展循证 医学政

策和实践研究 ， 重点 资助 青少年精神疾病 的预 防和 ：

早期介人研究 ，
旨在提升澳大利亚精神 健康护 理和

」 ，

服务质量 。 在精神健康越来越被社会认可和 重视的
：

—

：

背景下 ， 建议 双方寻求适 宜的 时机 ， 进一

步 凝 聚 共
、

口 士 比 八识 ， 深化双 方科 研人 员 在该 领域 的 实质 性 合作 与
（

交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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