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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 际科学合作过程与效益的案例研究
——

基于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国 际 合作项 目 的 案例

樊春 良
＊

（ 中 国 科 学 院 科技政 策 与 管 理 科学 研 究 所 ， 北京 1 0 0 1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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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正 日益地成为全球化 的事业 ， 成为 国家间本研究基于学术界相关的 主要研究
［

1 2
一

1 5
］

， 提出

相互联结的 网络 ， 国际科学合作不断深人 。
2 0 1 1 年 ，国际科学合作 活动运行 的分析框架 ， 据此提 出关于

国际学术期刊 已超过 3 5 ％ 的的论文是国际合作 ，而研究中 国 国际科学合作活动 的主要科 学问题 ，开展

之前 1 5 年总量仅为 2 5 ％
［ 1 ］

。 国 际科学合作不仅成案例研究 。 案例选择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国 际

为发达 国家科学发展 的主流 ， 在发展 中 国家 也 日益科学合作项 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 中 国 国际科学

显著 。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 国际化合作的主要渠道之一
［ 1 6

］

，其资助的 国际科学合作项

和网络化的开放环境中相互竞争 、相互交流与合作 。目 是中 国 国际科学合作的主要代表 。 本 文力 图通过

国际合作 已成为各 国 科技政策与 战略 的
一个重要案例研究 ，探讨 中 国 国际科学合作的动力机制 、形式

内容 。
与效益以及相关的政策管理问题 。

国际合作对中 国科学发展起到 了十分重要 的作， 加 ｈｍ＆ ｎ ｇｐｉ

用 ，
已 成为 中 国促进科学发展 的重要途径之－ 。 ｆｔ

科学国际化和 经济全球化趋势 日 益加深的 背景下 ， 1
．

1 国际科学合作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国际合作对中 国科学发展将起 到 日 益重要 的作用 ，Ｋ ａ ｔ ｚ等将研究合作定义为研究人员
一起工作 ，

因此 ，需要深人研究 中 国 国际科学合作 中重要 的规以达到推进新科学知识生产的共同 目标 ［
1 2
］

。 合作 的

律性问题 ，为政策的实施与管理提供依据 。基本特点是围绕
一个问题展开思想 的交流 ：这项研

国 内外学术界对中 国 国际科学合作开展 的研究究需要怎样开展 ，下
一步试验怎 么做 ，检测什么样 的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从宏观政策与管理层面 ， 假说 ，建造什么样的仪器 ， 怎样把实验结果与理论模

研究中 国国 际科学合作的政策 与管理
［

2
－

4 ］

；
二是从型联系起来 。 当研究涉及 需要性能不 同的 仪 器设

国际合著论文的角度 ，主要采取科学计量学的方法 ，备 、 不同领域或不同来源的数据以及独特的资源时 ，

分析中 国参与 国际科学合作的发展态势 、特点 ，某一 合作的动力就大大增强 ， 以求思想 、 仪器 、数据和资

具体学科领域以及与某
一具体国家科学合作 的态势源 的互补与共享 ， 实现更大 的研究 目 标 。 当合作跨

与特点 ［ 5
－

1 1
］

。 现有的研究对 国际科学合作 自 身实践越不 同的 国界 ，合作成为 国际合作 。

层面的活动涉及不多 。 科学计量学研究 虽然可以很从研究问题 、学科 以及研究领域层面看 ， 国际科

好地分析不同学科和 国别领域 国际合作 的特点 ，但学合作具有客观的驱动因素 ， 与研究问题 、学科特征

局限于 国际合著论文 ， 且依赖 于具体的 数据选择和有关 ，例如 ， 数据在生命 医 学 、遗传 学 ， 资源在 地理

模型 ， 对国际科学合作的过程发展的动力 、机制及其学 、 海洋地理 、 土壤学 ，仪器在高能物理 、 天文学的 国

更广泛的效益揭示 不足 。 因此 ，需要从经验研究 的际合作 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1 3

］

。
从科学家 活动层

角 度 ，通过合作过程关键环节和 因素 的考察 ，揭示合面 ， 又有
一

系列主观的动机 。 例如 ，利用专家的专业

作研究的动力 机制和效益 ，总结规律性 的认识 。技能 ；利用仪器 ，资源或没有的材料 ；获得资金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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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或显示度 ；职业上的进步 ； 提高效率 ； 学 习 与技容 ，其结果和效益也有着广泛内 涵 。

术相伴的诀窍 ；更 快地取得成果等
［

1 4
］

。 在实 际过程我们可 以把国际科学合作分为几个重要的方面

中 ，合作关系 的建立要通过
一

个过程 ，常常从非正式 （ 1 ） 合作关系的建立 ，包括合作 的客观需求 、主观动

交流开始 。 合作具有多种 多样 的形式 ， 合作与交流机以及合作的基础 ；
（ 2 ） 合作开展的 各种形式及其

是不可分的 。 合作的成果通常 以 国际合著论文和合功能 ；
（ 3 ） 合作的效益 ：合作产生的各种直接和 间接

作 申请专利来衡量 ，但 国际科学合作有着丰富 的 内的效益
。
如 图 1 所示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合作的客观需求

 合作项 目的建立
 合作的形式

 合作的效益

合作的主＿机互访、 料魏 、 储研究等
！

／ Ｉ

各

／ Ｉ

种

／！
效

ｙ ｜

益

之前的交流合作 ；

科学家合作 网络 


 世界科学共同体

图 1 国际科学合作过程与效 益模型示意图
‘

1
．

2 研究 问题 2 0 0 9 年启 动 的 2 0 个组织间合作项 目 作为案例研究

根据 以上分析 ， 本文主要考察 如下几个科学问（其中
一个项 目 为 3 个单位共 同承担 ）

，
涵盖基金委

题 ： （ 1 ） 合作关系 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 合作 的基础资助 的主要学科领域 。 项 目 包括中 日 韩 Ａ 3 前瞻计

是什么 ？ （ 2 ） 合作的 客观驱动 因 素 和主观动机是什划和双／多边协议项 目 ， 合作 国家 （地 区 ） 和组 织包

么 ？ （ 3 ） 合作有哪些 主要的形式 ？ （ 4 ） 如何衡量 国括 ： 日 本 ，奥地利 、美 国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俄罗 斯 、

际科学合作的效益 ？ （ 5 ） 以上方面的研究发现的政芬兰 、丹麦 、法 国 、中 国香港 、 国际玉米小麦 改 良 中心

策含义是什么 ？ （Ｃ ＩＭＭＹＴ ） ，所选择案例涵盖的 国家 （地区 ）和学科

2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具有代 表性 。

本文选择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 际合作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 ，根据本研究的科学问题 ，

目 为案例 ，从 以上几个科学问题对所选择 的案例做设计案例调研提纲和案例撰写要求 ， 各备选案例单

深人研究 。位完成案例报告 ，共收到 1 6 个项 目 的 1 8 份详 细案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的 国际 （地 区 ）合作项例 ；就
一

些重要问题 ，采访案例项 目 负 责人或主要完

目 包括国 际合作研究和 国 际合作交流两类项 目 ， 国成人 ；根据 国 内外相关研究和最新进展 ，进行比较分

际合作研究项 目 是主体 。 国际合作项 目包括两类项析和综合研究 。

目 ：重大 国际 （地 区 ） 合作研究 项 目 （ 2 0 1 3 年 以后更本研究的案例主要是课题组长领导的 自 由 探索

名为重点 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下同 ）和组织间合作研研究的国际合作 ，代表基础研究 国际合作 的基本类

究项 目 。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 目 是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型 ， 没有涉及到大科学 、大 项 目 的 国 际科学合作 ，也

委员会在组织间协议框架下 ， 与境外基金组织或学没有涉及研究院 所组织间 的 国 际合作模式 ， 以及其

术机构共 同组织和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的双边或他资助渠道资助其他类型 的 国际合作 。

多边合作研究项 目
［

1 7
］

。 虽然重大 国 际 （ 地区 ）合作 3
．

^
的项 目 数和经费数 占较大 比重 ，但 因 为 组织间合作

项 目 通过共 同征集 、分别或联合 同行评议 、 国 际评 3 ． 1 合作关 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审 、共同批准等多种评选方式进行遴选 ，在资助机制本案例研究 的 大多数项 目 都有多年合作 的基

和项 目 遴选方面保持高质量 ，更能体现 自 然科学基础 ， 因此容易 形成共同的研究题 目 ，从合作关系 的建

金国际合作项 目 的特点 ， 因此 ，选择 以组织间合作项立来说 ，可以分为两类 ，

目 为典型案例研究的代表 。（ 1 ） 科学家个人 之间 的关系 。 合作关 系是通过

根据基金委国 际合作局 的推荐 ，选择 2 0 0 2 年至长期的国 际学术交流 、学术界的师承关系 等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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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合作关系是研究人员早年在对方单位学习和工单独地发挥作用 ，而是两种或多种 因素共 同起着作

作时与对方建立并保持下来的 。 其 中 ， 博士后是建用 ，可 以分为两类 ： （
丨

）
一个领域的思想 、技术和应

立合作关系 的
一

种重要 的途径 。 本案例研究中有大用的分工与合作 。 赵东元院士 主持的 中 日 韩 Ａ 3 前

量这样的例子 ，如
“

世界乐平统与古生代末生物大灭瞻项 目
“

新型介孔材料 的合成与结构解析
”

， 中方 的

绝
”

项 目 的主持人金玉讦 院士早年在美 国史密斯研优势在材料 的合成 ， 日 本在解析 ，韩 国在应用 。 清华

究院做博士 后 ， 与 该 院 著 名 的 演 化 古 生 物 学 家大学薛其坤 院士主持 的 Ａ 3 项 目
“

亚 1 0 纳米线新奇

Ｄ
．Ｅｎｖ ｉｎ 建立了 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项 目 主要成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探索

”

， 各方重点分工如下 ： 日方

员沈树忠研究员 ，通过 2 0 世纪 9 0 年代末在澳大利负责纳米尺度上的 1 0Ｋ 温度 以上的 电输运测量 ；韩

亚 Ｄｅ ａｋｉｎ 大学的博士后研究 ， 与大洋洲 国 际古生物方负责 1 0Ｋ 温度下 的 测量 ； 中 方负 责磁场 下 的测

学会主席著名 的二叠纪专家石光荣教授建立了长期量 。 三方都进行测量制备 ，共享样品 ；
（ 丨

丨

） 人员 、数

稳定的合作关系 。 以上两位外 国学者在该项 目 中分据 、仪器 、模型互补的交流与合作 。 何 中虎教授主持

别为美方和澳方的 主要合作者 。 反过来 ， 国外科学的与 国际玉米小麦改 良 中心 （ ＣＩＭＭＹＴ ）合作的
“

小

家在中 国学习和工作与中国科学家建立长期合作关麦条锈病和 白粉病慢病性机理及其分子遗传学基础

系 的例子几乎没有 。 另 外 ， 中 国 的科研人员 与海外研究
”

合作项 目 ， 中 方的 合作优势是分子遗传基础

的外籍华人学者和中 国 留学生有着深厚 的联系 ，在好 、有研究生 、独特研究材料 ，合作方 的 优势是专家

许多方面促进了 中 国的 国际科学合作发展 。 本案例经验丰富 ， 知名 度高 。 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教授与

研究中 ，洪先龙教授 、 程旭和严 晓浪共 同主持的
“

系奥地利 国 际系 统风 险研究所 （ Ｉ ＩＡＳＡ ） 合作 的 项 目

统芯片的设计方法及其 ＥＤＡ 关键技术的研究
”

合作
“

中 国洞庭湖 区 水灾综 合评估模 型与减 灾对 策研

项 目 充分体现了这
一点 。究

”

， 中方具有大量的 经验和数据 ， 合作方具有有效

（ 2 ） 组织间 的合作 。 有的合作项 目 是在双边机的洪水灾害风险管理模型与示范 。 金玉圩院士 主持

构长期的合作基础上开展 的 。 本案例研究 中机构合的与美 、俄 、 澳方合作 的项 目
“

世界乐平统与古生代

作的典型是北京师范大学与位于奥地利的 国际 系统末生物大灭绝
”

， 中方的优势是有独特 的地貌 ， 美俄

风险研究所 （ ＩＩＡＳＡ ）的合作 ，双方从 2 0 0 1 年开始就澳等合作方在 同位素年龄测定 、 古生物学演化等方

开展了洪水灾害风险评估方面的合作研究 。面具有很强 的 实力 。 这些结果 ，反 映出 新兴学科 的

3 ． 2 国际科学合作的客观因素 和主观动机发展以及新思想 、新技术在传统学科 中应用带来的

（ 1 ） 合作的客观因素新的合作特征 。

国际科学合作有着 内在客观驱动要素 ， 最重要（ 2 ） 科学家从事合作的动力

的是学科特征 。 本案例合作项 目 涉及 的学科有材料根据本案例研究 的分析 ， 科学家从事 国际合作

科学 、能源科学 、 环境科学 、计算机科学 、微电 子学 、的 主要动机可以分为 6 种 ： （ ｉ） 利用 国外专家 的专

信息科学 、生命科学 、 医学等 。业技能 ； （ Ｈ） 利用仪器 、资源或稀缺材料 ； （ ｉ ｉ 丨 ） 获得

本案例研究 的 国际科学合作项 目 可 以分为几种国 际承认 、声望 ，增加影响 和显示度 ； （ Ｉ Ｖ ） 更快地取

类型 ：
（

丨

） 基础前沿问题研究 ，如
“

新型介孔材料的得成果 ；
（ Ｖ ） 对付更大的科学难题Ｋ Ｖ ｉ ） 培养学生 。

合成与结构解析
”

、

“
亚 1 0 纳米线新奇 的物理化学性科学家们倾 向于寻求他们在本领域 中最优秀的

质的探索
”

等项 目 ； （ 丨 丨 ） 资源依赖型研究 。 依据特有科学家合作 ， 以寻求知识和技能的互补 ，激发新 的思

的地理资源和生物地貌等 ， 围绕某
一个资源环境 问想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 。 利用国外专家的知识 、技

题开展研究 ， 如
“

中 国洞庭湖区水灾综合评估模型与能和专长是 国际科学合作的共性
［

1
］

。 本案例研究的

减灾对策研究
”

、

“

珠江三角洲大气持久性有机污染合作 ，几乎都是瞄准国 际上本领域的 顶尖专家开展

物的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风险
”

等项 目 ；
（

ｊ
ｉ ｉ ） 共同合作 ，而且有的还把外 国专家聘请到本地项 目组开

面临 的全球性问题 ， 如
“

温室气体控制技术与战 略研展合作 ，如清华大学顾明教授主持的 项 目
“

嵌人式系

究
”

项 目 ；
（

ｉ Ｖ ） 技术任务导 向型研究 。 为解决
一个统仿真与验证平 台 开发

”

，聘请 了法 国著 名 的 专家

技术 目 标 ，分工协作 ，优势互补 ，如
“

高性能热 电转换Ｊ ｅａｎ
－Ｐ ｉｅ ｒｒｅ Ｊｏｕ ａｎｎａｕｄ 来华 工作 。 而 Ｊｏｕ ａｎｎａｕｄ 之

材料和太阳能高效热电一光电复合发电技术
”

。
所以来到中国工作 ，是因为中 国年轻人才资源丰富 ，

考察这些合作的 过程 ，数据 、资源 、仪器和思想决定把职业转 向 中国 。

这 四种驱动要素发挥着作用 ，但常常不是
一

个 因素利用仪器 、资源和材料是
一些合作项 目 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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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主要动力 ，特别是利用 中 国所缺乏 的先进仪器联合研究包括联合野外考察和联合实验 。 根据

设备和测试技术 。项 目进展及需要 ， 合作各方相互进行学术访 问与交

一些项 目 明确地把提高 国际认可和获得影响作流 ， 以及补充采集必要 的实验样 品 。 为 了 阶段性地

为重要的动力 。 中 国农科 院何中 虎研究员 接受采访交流研究进展 ，总结与评价前期工作 ，展望与规划后

时说 ，合作研究有利于提高国 际影 响 ，合作项 目 扩大续工作 ，合作各方定期举行 国际工作组会议 。

了 中 国在国 际上发言权 。 他说 ，
虽然在本领域 ， 中 国合作研究是实质性的合作方式 。

一

般采取研究

科学家发表的 学术论文只 有 国际总量的 1 ％ ， 但是任务各 自 分工 ， 以
一

方为主 ， 另
一

方 为辅 ，
最后集成

没有这 1 ％ 的份量 ，就没有发言权 。
他强调 ，要与 国结果 。 合作成功 的

一个关键 因素是领导和协调 ， 协

际组织合作 ， 国际组织合作有许多优势 ，可 以得到很调研究计划 、进度安排 、 学术交流计划及数据交流 。

多信息资源 ，并且可 以作为与发展 中 国家合作 的平有
一些项 目采用成立联合协调小组的形式 。

台 ，平等开展合作 。概括地说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 国 际合作

更快地取得成果是
一些合作 开展 的动机 ， 当 问研究项 目 以合作研究和联合研究为主 ，但 也包括多

到
“

如果没有国际合作 ，研究会怎样
”

，

一些项 目 承担种形式的交流形式 ，表明 合作研究是与交流分不开

者的 回答是 ：

“

如果没有合作 ，进展不会这么 快 ，单独的 。 国 际上的合作项 目 也类似 ，例如 ，美国 国家科学

一

个单位做不 出
”

；

“

如果没有合作 ，进展会慢 ，而且基金会 （ ＮＳＦ ） 2 0 0 5 年启 动 的 国际研究与教育伙伴

结果也没那么好 。

”

关系计划 （ Ｐ ＩＲＥ） 的 合作形式包括研讨会 、暑期学

国际合作也使得对付复杂性难题成为可能 。
顾校 、 互惠交流 ，深人 的互访等多种形式 。

明教授项 目组 的一位主要成员说 ， 有 了与法 国专家值得指 出 的是 ，

一些受访的科研人员强调 ，合作

的合作 ，才开始启动现在的项 目 。

“

我们研究 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科学家之间观念碰撞和交流的思想氛

是形式化方法 ， 属于定理证明领域 ，需要很深 的理论围和空 间 ，以及彼此一起工作的愉快感受 。

基础才行 。 国 内基本上没人做 ， 因为不敢做 ，这需要 3 ． 4 国际科学合作的效益

一

个小团 队 ，投人非常大 。 而法国 在这方 面处 于领在科学研究中 ， 国际科学合作 的成果通常以 国

先地位 。

”

际合著论文和合作 申 请专利来衡 量 。 但是 ， 合著论

培养年轻人才和学生几乎是所有合作项 目 的
一 文只是衡量合作的

一

个不完整 的指标 ， 因为它不能

个主要动力 。反映合作 的其他情况 ， 如两个研究人员 合作 ，但并不

3 ． 3 国 际科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想
一起发表文章 ，而是分别发表文章 ，或者需要还有

本案例研究包含 的组织 间合作项 目 ， 多数是双其他情况 ，合作并不带来合著论文 ［
1 1

］

。 科学合作有

边资助组织共 同资助 ，还 有 中 日 韩三方 资助 的 Ａ 3着丰富 的 内容 ，效益也是广泛的 。

项 目 。 项 目 的合 作模式大 多数是在 以项 目 负 责 人根据本案例的研究 ，可 以把国 际科学合作的 效

（ ＰＩ ）领导的研究组之 间开展合作 ，这种合作模式的益分为三类 ：直接效益 、过程效益 、溢出 效益 。

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 ，包括多种形式 （互访 、（ 1 ） 直接效益

联合举办会议 、合作研究和联合研究等 ） 的结合 。国际科学合作的直接效益表现为研究取得科学

互访是 国际合作交流 的
一种重要 的形式 ，

一般成果 ，表现为理论与方法上 的进展和 突破 ，合作论文

合作项 目都有互访 ，通过互相交流实验样 品 、 交流成发表在国际重要 的学术刊物上 ； 引进新 的技术和新

果或短期合作 ， 联合培养研 究生 ， 共 同发表 学术论品种
，开发新技术系统 ； 为 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提供支

文 ，举办小型研讨会 。 派遣学 生短期访 问与攻读学持 （如水灾 、资源环境方面的研究 ） 。

位是互访的
一

种重要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使学生学（ 2 ） 过程效益

到 最新的知识和掌握新技术 ，培养青年人才 。合作过程 自 身会带来效益 。 其
一

，合作伙伴坐

国际学术会议具有 引 导本学科领域 发展的 方到
一起 ，可以积聚信息 ，获得最前沿 的信息 ， 有时是

向 、交流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 ， 意外的收获 。 特别是活跃的前沿领域 ，
发展迅速 ，获

共同举办国际会议是国际合作的
一项重要 内 容 。 本得最新信息是十分宝贵的 ；其二 ，合作是双方共享知

案例研究的 多个项 目都把共同举办国 际学术会议作识、技能和技术 。

一般是根据 自 己 的特长分工合作 ，

为一个重要 内 容 ，这些会议包括主题会议 、 系 列会优势互补 。 参与合作的双方会从对方学到不 同 的 思

议 、双边会议 、论坛等 。想 、知识 、 技能和技术 ，特别是在合作伙伴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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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或资源 时 ； 其三 ， 国 际合作是
一

个遵 守国 际规振兴会 （ ＪＳＰＳ） 和韩 国科学和工程基金会 （ＫＯＳＥＦ ）

则 、在国际学术舞 台 展示 自 身实力 和成果 的 活动 。 设立了三方联合 资助 的 Ａ 3 前 瞻计划 ， 联合资助三

对于年轻研究人员 和研究生 ，是一个很好 的培养和国科学家在选定的战略领域共同开展世界先进水平

锻炼机会 。 本研究大多数合作项 目 的参与主体是 4 5的合作研究 ，为 中 国科学家与 日本 、韩 国科学家开展

岁 以下的研究 工作 者和博士 、硕士研究生 。 通过与合作搭建了
一

个更大的 平台 。 之前 ， 整个亚洲 国家

合作方研究人员 的交流和共同研究 ，参加本领域重范围之间的科学家 ，没有交流合作 ，虽然科学家们事

要的学术会议 ，他们熟悉了国 际合作的理念和规则 ， 先都知道本领域的各 自 的特长 。 因此 ，可以说 Ａ 3 计

了解和学到 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 培养 了语言表达能划促进了交流 ，促进了实质性合作 。

力和 国际合作能力 。本案例 中 ， 2 0 0 3 年初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 3 ） 溢 出效益积极促成与 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 ＪＳＴ ） 的合作 ，

合作的溢出效益表现在 ， 合作使得科学家进人 为张清杰教授与 日 本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 的新野正
一

个更大的 国际科学共同 体和合作 网络 中 ，产生更之教授的合作项 目 创浩了条件 ［ 1 8
］

大的影 卩向 ，形成新的合作关系 ： 其
一

，合作提高 中 Ｓ（ 2 ） 提高合作的层次和质量

。

的 国际
＾
响和发言权 。 正如 中 国农科 院何 中虎的案科学基金的支持 ， 通过一定 的经费保证 以及确

例所显示的 ，Ｓ然 巾酣学家在本侧 的匪论文
帛双細权卿义务 ，有助于提高合侧层次和质

份额很小 ’但Ｍ就有 了发言权 ；其二 ’合作＠ 目 ＠■ ：
⑴ 保持与圓－流实验室 、研究组或科学家的

长期合作关系 以及学术交往随 ， 适时 了解和掌握
气体控制技术与战略研究

”

项 目 的实脑 间 ，对外《
国 际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

⑵ 通过采取优势互 补的

翻国际合作方式 ，可 以在贿 ｇ 内实验条件下 ， 取
银行等相关職翻 与企Ｍ立 了難

，
作关系 ’

得
－

翻前不翻立完成的 、具有麵先进水平的
为今

5

进一步 的 国际
2
作打下 了基础

二！
科研成果 ；

⑶ 通过互派青年学者 和研究生异地合
室气体控制方励職进－步与酣魏 ；其二 ，促

作实验贼流 ， 可以有練高青年磁人员 的学术
进 中 国科学家■ 际科学组织任职 ’

“

世界乐平统与
水平 ，建立有 国际影 响力 的先进科研团 队 。

古生代末生物大灭绝
”

项 目 实施期间 ，课题组成员在
夂〒

国际组织 中 开始 担任 重要 职务 ， 沈树 忠研究 员 自

2 0 0 4 年起担任二叠系分会秘书 长 ，王 向东研究员成Ｕ —

为 国际刺丝胞学会理事 、 国际石炭系分会副 主席 ’王 ＾
领

麵究员 为国 际二叠系分会鮮委员 、 国际二叠系
的成效 。

本案

：

中有 多
ＩＡ 目 获得持续 的资助 ， 获

古特提斯 、新特提斯和华南对比工作组共同 主席 ；其
彳

四 ，参与 国际大科学计划 中 。

“

中 国洞庭湖 区水灾综合 4 讨论

评估模型与减灾对策研究
”

项 目 完成后 ， 国际全球环

境变化人文Ｓ素计划 （ ＩＨＤＰ） 科学委员 会于 2 ＧＧ 7 年＿际科学合 作是
－个过 程 ，

有 自 身 的 规律性 。

正式接纳 由翻 目 负责人等提出 的科学研究计划 ： 综 絲例得出 的新认识主要有 ：第
－

，归纳 出项 目 层面

合灾害风险防范 （ ＩＨＤＰ－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利 合 ￥

项 目 ＩＨＤＰ－ ＩＲＧ核心科学计划于 2 0 1 0 年 9 月 正式通
的专业技能 ；利用仪器 、 资源或没有 的材料 ； 更快地

过 ＩＨＤＰ批准 ，开始实施 ，为期十年 ，项 目负责人担任
取得成果 ；对付更

，
的科学难题 ； 获得 国际承认 、声

首届双主席之一 。
这个计划推动了 中 国风险科学与 望 ，增加影响和显示度 ；培养学生 。 第二 ，提 出衡量

国 际接轨 ，加强了 国际合作研究 ， 同时大大加快了 中国际科学合作效益的
一个新的分类概念 ，即 ：可以从

国风险学科人才的培养及基地建设 。 原科技部副部 直接效益 、过程效益和溢 出效益三个方面衡量 国际

长刘燕华教授对 ＩＨＤＰ－

ＩＲＧ 核心科学计划给予了高科学合作 ，并对这三类效益 的含义做 了说 明 。 本案

度评价 ：

“

过去我们只是做 习题 ，连例题都几乎没有 。 例研究还对人们从经验 中获得的认识提供 了证据支

现在我们参与设计主题 ，并推进其国际研究的进展
”

。持 ，如 良好的合作关 系 和效果是建立在 以前交流与

3
． 5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作用合作的 基础 之上 的 ， 并且 分析 了 各种 合作 形式 的

（ 1 ） 搭建合作平 台作用 。

2 0 0 5 年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 日 本学术国际科学合作的本质是科学家个人之间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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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具体的合作项 目 是建立在
一

个更长远的 和更． ， ＆＿
广泛的合作关系之中 。 科学家个人合作的利益是寻

求资源和声誉 ，但科学研究是
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合

［ｉ ］Ｔｈｅ Ｒ °ｙａｉ ｓ

ｒ
＇ｅｔｙ －Ｋｎｏｗ ｉｅｄ

ｒ

＇

；；

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ｒｒｆ

＇

ｔ
1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 ｉｃｃｏ ｌ ｌａ ｂ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ｔ ｈｅ 2 1 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 2 0 1 1

－

3
－

2 8ｈｔ－

作更重要的是创造科学家之间观念碰撞和交流的思ｔｐ ｓ ： ／ ／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
ｉ
ｅｔｙ ．ｏ ｒｇ ／ｐｏ ｌ

ｉ
ｃｙ／ｐｒｏｊ

ｅｃ ｔ ｓ／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ｎｅ ｔ
－

想氛 围 ， 以及彼此一起工作 的愉快感受 。 可 以说 ，科
Ｗ。Ａｓ

－

ｎａｔ ｉ。ｎｓ／ ｒｅｐ。ｒｔ／
－

＿＿ｌｍ ［ 2 ］ 程如烟 ■Ｓ Ｏ 年来中 国 国 际科技合作 战略 和政策演 变 ． 中 国

学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
一种特殊 的父往 ， 良好的科技论坛 ，

2 0 0 8
，7 ： 7

－

1 1 ．

合作关系和效果是长期持续形成 的 。 因 此 ， 首先要［ 3 ］ 刘云 ，董建龙 ． 我 国政府投 人国 际科技 合作经 费的现状 及发

－ｈ
－

ｒ
－

ｘｒ ｉＡ放击幽展对策 ． 科学学研究 ，
2 0 0 0

’
 1 （ 3 5 ） ： 4 2 ．

仓Ｊ造促进 国际科学 口 作 的 良好环境 ’ 尊重 国 际科学
［ 4 ］ 韩建 国 ， 邹立亮 ， 张琳 ． 加 强实质性 国 际合作 ， 提升基 础研

交流与合作 自 身 的规律 ， 不能把 国际科学交流与合究创新能力 ． 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0 7

’
 5 ： 2 8 2

—

2 8 3 ．

作与其他不同社会活动类 型 的 国际交流混为
一

谈 。

［ 5］

？；ｒ ｆ ^的发展态势 ． 情报科学 ，
2 0 0 0 ， 1 0

： 9 2 5
—

9 2 6 ．

应在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审批出 国 、经费［ 6］ＭＭ． 从国 际科技 合著论 文状况看 中 国环境 领域 国 际科技

使用方面给予正常的 待遇 ， 无差别地限制科研人员合作态势 ． 中 国软科学 ，
2 0 1 1

，
6 ： 3 4

一 4 6
．

， ＋ 人 仏 人＋ 丨Ｈ —Ｃ 7 ］ 梁立 明 ， 马 肖 华 ？ 从 中 德合著 ＳＣ Ｉ论文看 中 德科 技合作 ？ 科

出 国交流 口 作Ｓ有害于科学研兄的 自 身发展 。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 0 0 6
， 1 1 ： 2 2

—

2 8 ．

根据本案例的研究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8 ］ 金炬 ， 马峥 ，梁战平 ． 从 中美合 著论文状况 看 中美 科技合作 ．

第
－

，根据科学研究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赫
［ 9 ］￥＝

与

薛

科

渊

学

同 际 作的模式 和特征

规律 ，制定差别化的外事审批制度 （如 因公 出 国 、 召分析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 0 0 7 ， 1 1 ： 5
－

9 ．

开国际会议 ） ，在尊重科学活动规律 的前提下调整现［ 1 （ ）］ｓ￥＃ｓ ， ｐ ｉｉ －

程一基于科学计 量 学的 实证分析 ． 科 研 管理 ，
2 0 0 9 ，

4
＝

行关于科学研究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管理规定 ，使其 1 8 4
—

1 9 4 ．

更具灵活
‘

性 ｅ
［ 1 1 ］ＴａｎｇＬ ，

Ｓｈａｐ ｉ ｒａＰ ．Ｃｈｉｎａ
—

Ｕ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 ｉｏｎｉ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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