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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合作为引领

既然参与，就要尽可能作出更
大贡献，尽可能发挥更大作用。这
是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一
直秉持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不
易，但是中国科学家已经从近年的
实践中找到了充足的信心，他们在
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中，不仅完成
了自己承担的任务，而且还发挥组
织引领作用。

今年 4月，人类表型组研究国际
合作计划（国际大科学计划之一，被
认为将破解人类生老病死的密码），
进入全面启动前的最后阶段，该计划
由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教授等中国学者主持，数百位全球科
学家参与。此前，中国科学家已经领
衔参与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项目。比
如，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该
实验从全球 8 个实验方案中脱颖而
出，形成了由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
王贻芳领导，世界 7个国家和地区的
40个机构组成的国际合作研究队伍。
2012 年 3 月，实验团队宣布，发现一
种新的中微子震荡，赢得国际物理学
界高度肯定。美国知名科学家罗伯
特·麦基翁认为，该发现可以说是有
史以来来自中国的最重要的物理（实
验）结果。

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国际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ITER）是目前我国以
平等、全权伙伴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
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中科院合肥
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参与
该计划的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
一。据该所应用超导工程技术研究
室主任武玉介绍，中方在该合作计划
中承担的项目多和超导、电源相关。
目前，中国自主发展的大型超导导体
技术和质量体系通过国际组织的评

估，并且在 ITER 计划中首次完成大
型产品交付，产品实现 100%国产化，
产品合格率 100%。中国科学家在参
与 ITER 建设的同时，已开始规划建
设未来的中国核聚变工程实验堆。
据透露，该实验堆总体设计方案完
成，目前正在开展预研工作。可以预
见，中国科学家将在为人类可控核聚
变，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大科学计划
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卓越贡献。

三时期发展“步步高”

国际合作与交流是科技领域对
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在当今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正如科技部原部长徐冠
华曾指出的那样，科技发展的动力在
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通过广
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
他人的智慧与技术优势，这符合科学
技术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的
历史时期，自主创新要建立在不断扩
大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全
球科技资源战略思想之上。

结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程如烟研究员的分析，我们大体上
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国际
合作与交流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恢复期 （1978-1985 年）。
在 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提出“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交
流”“邀请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专
家来华讲学”“加强我驻外机构的科
技调研工作”等。在此时期，中国
确定了该阶段国际科技合作的具体
方针，调整了对科技外事工作的归
口管理，建立了引进人才工作管理
体制，加强了驻外机构的科技调研。

二 是 全 面 发 展 期 （1985-2000
年）。《1986—2000 年 科 技 发 展 规

划》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
作和技术引进的政策措施，指出要
进一步抓紧组织制定统一的技术引
进政策和规划等。在这一时期，国
际科技合作政策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了技术引进工作；加强对合办研究
开发机构的指导和管理；做出了积
极加入国际科技组织的决定；规范
了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中的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等。

三 是 大 幅 跃 升 期（2000 年 至
今）。我国确立了“互利共赢”，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
作的政策方针。在此时期，国际科技
合作政策表现出四大特点：从国家战
略层面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加大国
际科技合作力度，设立国际科技合作
专项经费；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
大科学大工程计划；加强对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援助。

政府间民间相映生辉

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
柏介绍，中国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事
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 40 年发展，
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他列举了一系
列相关统计数据。截至目前，中国与
约 160 个国家和地区有科技合作关
系，已经签订超过 110个政府间科技
合作协定，加入了 200多个政府间国
际科技合作组织，向全球 70 多个驻
外使领馆派驻了约 150 名科技外交
官。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
启了 9大创新对话机制（中美、中欧、
中德、中法、中以、中巴（西）、中俄、中
加以及中国和比利时），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建立了 6大科技伙伴计划（中
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上合组
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基
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

叶冬柏指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空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我
们表现出积极进取精神，主动提出合
作与交流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
案。致力于打造国际科技交往中“引
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对
今年着力推动的相关工作，叶冬柏表
示，中国将在 2016 年发布《科技创新
共塑未来·德国战略》经验基础上，将
与英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制定
国别合作战略。根据计划，中欧科技
创新合作将迎来数场重要活动，包括
第三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第二次中
法创新对话、中国与德国工业 4.0 开
展深度对接、中国高新区与意大利产
业集群对接合作等。

中国在积极开拓和利用传统国
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在
构建和打造新的平台。而“开放包容，
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无疑是
惠及沿线各国科技创新的最佳平台
之一。在 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启动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
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
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 项行动。承
诺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2500 人次青年
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
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
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倡导沿线国
家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
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
城市建设。

促进中外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
是我国科技对外开放的重要维度。中
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群众组织，近年来加大力度，支持和
帮助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科技组织
活动并担任职务，支持和鼓励学会在
华举办高水平国际组织系列会议。在
各类企业层面，一大批中外科技工作
者走出国门，实现跨国流动，既加深
了人文交流，又促进了创新创业。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8日电（记者张晓龙、顾煜）“旺
仔，霍尔果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听到人们询问，机器
人旺仔奶声奶气地答道：“今天霍尔果斯多云转雨，
29℃－15℃……”上演这一幕的并非在发达的沿海大城
市，而是距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咫尺之遥的新疆霍尔
果斯。

憨态可掬、“衣着”亮丽的旺仔是一款陪伴型机器
人。在旺仔不足7公斤重的身体里装有32支感应器，人们
与它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得到即时反馈。与无线网络连接
后，旺仔还能从云端下载、更新程序，实现不间断“学
习”。人们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客户端，可实现对旺仔的
远程操控，看护家中的幼儿和老人。

旺仔“诞生”于总部设在深圳的霍尔果斯博士皓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闵建波介绍，公司拥有云语音
识别、人类识别图像辨别系统、远程控制系统等多项核心
技术，主要研发、生产兼具教育与陪伴功能的民用机器
人。5月10日，首批机器人正式投产，预计年产机器人数
量1万台。

霍尔果斯是这家科技型公司在全国开设的第8家子公
司所在地。“独一无二的政策吸引公司来到这里。”闵建波
说，博士皓所在的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享有“免证、免
税、保税”政策，是我国目前除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外，开
放层次高、政策优惠、功能齐全、手续简化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

在博士皓的机器人生产线上，200多名新疆本土技术
工人正在组装机器人“乐乐”——一款为0－3岁幼儿量身

定制的陪伴型机器人。哈萨克族青年努尔和妻子迪娜正在
严格除尘的生产车间内忙碌着。穿着一身浅蓝色防静电工
作装的努尔告诉记者：“也许机器人在内地并不鲜见，但
在我们这儿绝对算‘尖端科技’。”

努尔的家在距离霍尔果斯4小时车程的新源县，是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经济最发达的县城之一，“试用期结束
后，我们两口子每月收入总和至少6000元，远远超过家乡
的同龄人。”

努尔曾在伊犁师范学院求学 5 年，先后取得汉语言
文学专业的中专文凭和计算机专业的大专文凭，但像他
这样的技术工人数量十分有限。为了培养高素质产业工
人，闵建波正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多家职业大中专院
校进行联系，建立一项生产与教学相辅相成的合作机
制。

除了欧洲、俄罗斯和中东等比较成熟的海外市场外，
这家机器人制造商正尝试挖掘巨大的中亚地区的消费潜
力。最快4个月后，旺仔、乐乐们就将搭乘从霍尔果斯出
境的中欧 （中亚） 班列出国。

新华社哈尔滨6月8日电（闫睿、邵文杰）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某旅 17名“双学籍”飞行学员日前完成飞行课目考核，优秀率达到
100％。

近年来，随着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建设步伐加
快，实战化训练水平提升，对高层次军事飞行人才需求愈加迫切。
2012年，空军拓展军民融合式飞行人才培养模式，与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招收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探索选
拔培养飞行员新渠道，这一模式被纳入国家和全军普通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规划。

“双学籍”飞行学员是指飞行学员同时注册军队飞行院校和地方
普通高等学校双重学籍，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享受军队院校飞行
专业学员相关待遇。经普通高校和军队飞行院校毕业后，颁发军地院
校同时具印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获得工学学士和军事学学士

“双学位”，并分配至航空兵部队。
首批“双学籍”飞行学员于2016年6月进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某旅开始高教机训练。高教机训练是飞行学员培养的最后阶段，也是
检验锤炼飞行学员能否真正成为合格飞行员的最关键环节。

“这批学员文化基础好，自我学习和准备的能力强，在历期学员
当中都是比较突出的。”旅长马骏介绍。他们成立“双学籍”学员课
题研究小组，探索实战化条件下高学历学员的培养模式，坚持在复杂
条件下锻炼作风、在高难训练中提升能力；完善空中机动目标攻击带
飞训练方法，着重培养学员态势感知、自主决策、任务管理和风险防
控等能力。这批“双学籍”学员毕业后将奔赴空军航空兵部队，经过
机型改装后加入战斗序列。

近日，中国设计的实验装置搭载
“猎鹰9”火箭抵达国际空间站。中方
科研人员借助商业合作模式，成功绕
过“沃尔夫条款”，与美国同行携手探
索太空。而其后召开的2017年全球航
天探索大会上传出消息：计划于2018
年发射的中国嫦娥四号将搭载荷兰、
德国等4国的科学载荷飞赴月球，进行
科学探测。

这些都彰显了中国科学家在全球
化风起云涌的“地球村”时代，顺应
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国际
科技合作，与国际科技同行一同努
力，为推进对世界的认知作出自己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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