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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国家

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科技外交工作在我国总体外

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已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相对而言，外交为科技发展服务的理念还未被充分认识，也很少有人使用

“科技外交”概念，官方文件中甚至很难见到“科技外交”的表述。

所谓“科技外交”，指以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门、科技

部门以及专门机构(如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企业等为主体，以促进科

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与其他

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的多边或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包括谈判、访问、参

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众多方式。

一、科技外交已成为西方大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科技外交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外交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家科

技发展的环境关系到科技外交的水平，良好的制度基础、完善的政策环境、健全

的基础设施等是保证国家科技系统有效运行和提高科技外交能力的重要条件。当

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恶化、传染病蔓延等紧迫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已成为科技外交的重点。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赵刚博士

科技外交：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 1 .

简报

. 4 .

第6期

编辑：梅然     审校：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c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4）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对科技外交的经费投入。我国政府在国际科

技合作领域的经费投入还较低，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也低于韩国、

印度和巴西等国，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地

位极不相称。加大政府财政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投入强度是当务之急。财政部应将

国际科技合作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科目，每年划拨一定的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

费，用于国际科技合作的国家经费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用于科技的国家财政经费的

增长幅度。

（5）重视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提高科技外交的质量。引进技术成功的

关键，是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因此，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进项目一定要结

合我国的国情来进行，克服单纯追求高和新，不注重适用性、不重视消化吸收的

现象。2004年我国在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之比仅为１：0.15，而日、

韩两国均保持在1∶5-8。政府要加强对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干预，进一步

完善国家关于企业引进、消化和吸收技术的政策体系，推动企业在该方面活动的

深入开展。

（6）突出重点，提高科技外交效益。在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要根据国

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确定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如把国际科技合

作专项经费用于资助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议项目、学科研究领域的国际

合作、与我国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配套的国际合作，以及与国际科技组织、国际研

究机构及重大国际科技计划项目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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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研究院教授洛德在《科

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人类进入科学外交新时代”的文章。该文称：“科学外

交在美国过去50年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时期，科学机构的发展和

美苏两国之间的科学交流，成为联系两大敌对阵营的重要纽带。30年前，中美之

间密切的科学交流为两国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近几年来，

美国与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交流是双边友好关系的标志，各国的高

层外交官都参与到交流之中。科技和卫生因素通常在美国国务院与其他国家政府

的多边和双边关系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如在防止核扩散、外太空利用、人

口增长、充足且安全的食物供给、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及能源等问题

的讨论中，科技和卫生因素担当了重要角色。当前，我们需要开创科学外交的新

时代。国家间传统外交方式是必要的，但满足不了当前的需要。”

为发展科技外交，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比如：本着通过合作

吸收欧盟以外的科技知识、高新技术和人才以及开拓国际技术市场的目的，欧盟

迄今已与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对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

技合作，欧盟制定了层次清晰、目标各异的科技合作政策。最近几年来，美国在

许多外交领域也频频打出科技牌。美国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

科技发展已经处于外交斗争的最前沿，科技与外交的关系正由“为了外交的科

技”转变为“为了科技的外交”。200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三份重要文

件，明确将重视科技外交宣布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

止，美国仅联邦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就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近900个科技

外交方面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等。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他国签署的科技外交

协议更是无法统计。英国政府也认为，科学与创新是国际性的活动，英国必须在

其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近年来，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外交，它加强了科

技外交网络的建设，并充实了科技外交官队伍。2001年前，英国仅在10个国家设

有11个科技外交官职位。截至2005年底，英国科技外交网络已经迅速扩大到30个

国家，科技外交官达到50人。

二、关于加强我国科技外交工作的若干建议

我国的科技外交业已取得很大成绩。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了科技交流与合作，与9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协定。中国科技部

已经向45个国家和62个驻外机构派驻了131名科技外交官，并在联合国系统的30

多个有关科技机构中取得了席位，中国参加的国际科技学术组织也有1000多个。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科技外交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包括：科技外

交经费短缺、科技外交的对象狭窄、科技外交自主性较差、科技合作中智力资源

和知识产权流失严重、科技合作项目管理体制有待健全。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科技外交工作，现有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1）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外交。美国国务院早就设立了“科学顾

问”，而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马伯格实际上是美科技外交的领军人物。中国的科

技部实际上是负责科技外交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应该是我国外交决策的有机组成

部分。科技部可与外交部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进而成立“联合办公室”，

以增强科技外交的执行力度。

（2）积极调整政府在科技外交中的作用，用科技外交思想发展国际科技合

作与交流。在科技外交中，政府的主要作用应集中于制定战略、突破重点、改善

环境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同时加大对外科技援助工作。

（3）积极加强科技外交对于自主创新的促进。科技外交的形式不能主要局

限于人员的一般往来，应进入到开展合作研究项目、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

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吸引著名跨国公司独立或联合建立研发机

构的新阶段。首先，要进一步增强科技外交服务于自主创新的意识，要本着“平

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遵从国际惯例”的原则，拓宽合作领域，扩

大合作规模，增多合作渠道。其次，要加大引进境外人才为我所用的工作力度，

借助发达国家人才的智力，采用技术指导、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手段实现自主

创新。第三，要鼓励有针对性地走出国门，选派一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考

察学习，有重点和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及技术，促进自

主创新。第四，要加强外向型自主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能灵活驾驭最新知识和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新型人才。第五，企业

要加大自主创新领域的经费投入，应保证足够的自有资金投入，尤其是要保障对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的顺利实施。政府部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应

以政策导向为主，资金支持为辅。第六，政府要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更多机会，

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意识到企业的需求，积极组织参加各类国际性展览会、

洽谈会、交流会，为企业提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引导企业走向国际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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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的环境关系到科技外交的水平，良好的制度基础、完善的政策环境、健全

的基础设施等是保证国家科技系统有效运行和提高科技外交能力的重要条件。当

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恶化、传染病蔓延等紧迫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已成为科技外交的重点。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赵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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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对科技外交的经费投入。我国政府在国际科

技合作领域的经费投入还较低，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也低于韩国、

印度和巴西等国，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地

位极不相称。加大政府财政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投入强度是当务之急。财政部应将

国际科技合作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科目，每年划拨一定的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

费，用于国际科技合作的国家经费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用于科技的国家财政经费的

增长幅度。

（5）重视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提高科技外交的质量。引进技术成功的

关键，是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因此，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进项目一定要结

合我国的国情来进行，克服单纯追求高和新，不注重适用性、不重视消化吸收的

现象。2004年我国在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之比仅为１：0.15，而日、

韩两国均保持在1∶5-8。政府要加强对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干预，进一步

完善国家关于企业引进、消化和吸收技术的政策体系，推动企业在该方面活动的

深入开展。

（6）突出重点，提高科技外交效益。在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要根据国

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确定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如把国际科技合

作专项经费用于资助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议项目、学科研究领域的国际

合作、与我国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配套的国际合作，以及与国际科技组织、国际研

究机构及重大国际科技计划项目的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