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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创新的高速铁路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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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天文馆一层展厅，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展品，它
只有0.5克，放置在玻璃容器中，为了方便参观者，特意在
一侧放置了放大镜。这是采自约40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岩
石样品，是美国赠送给中方的珍贵礼物，见证了中美两国
加强科技交流的一段感人历程。1978年5月，美国总统安
全事务助理访华并向中国赠送了 1克月岩样品。样品后
来被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送到天文馆供人参观，另一
部分被送到中科院地球化学所进行科学研究并形成了丰
硕的科研成果，为人类认识月球地质结构做出了贡献。
以此为契机，一批中国航天科技人才不断成长进步，成为
探索宇宙空间、揭示宇宙奥秘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中国改
革开放伟大航程，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科技领域的改革开放可谓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的先声和成果最突出的伟大实践之一。1978
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宣告“科学的春天”到来，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此后40年间，中国在一轮一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同时，大力推动形成科技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广
建科技创新全球朋友圈，不仅促进了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的持续提升，而且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签署国际科技合作协议

1978 年新年伊始，时任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华，
中法双方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科技合作联委会。
这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新曙光之际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
一个科技合作协定，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官方科
技合作的大门。在约两个月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上，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
是盲目排外，我们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
和技术交流。同年10月6日，中国和意大利在罗马签署
了双边科技合作协定。3 天后的 10 月 9 日，中国政府和
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正式签署，
双方商定在能源、冶金、航空、农业、医学、数学、物
理、化学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密切合作。11月，中国与英
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和议定书。至此，不到 1 年时
间，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
利、英国建立了双边科技合作关系，其速度之快、效率
之高让世界为之惊叹。

1979年1月31日，中国对外科技合作迎来历史性一
刻，在美国正式访问的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
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创新领域建立全方位
合作关系的基础性政策文件，大大拓展了两国友好合作
的内涵和领域，掀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事业取
得重大成就。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介绍，截
至目前，中国与约 160 个国家和地区有科技合作关系，
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超过 110个，加入的政府间国
际科技合作组织逾 200个。此外，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开启了九大创新对话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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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科技伙伴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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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7年5月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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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打造推动
协同创新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平台，受到参与各国和
地区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推动科技专家双向交流

2018 年 1 月 8 日，一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召
开，站在国家最高科技领奖台上的除了来自国内的一批
优秀本土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来自美国、乌兹别克斯

坦、英国、瑞典等国的 7位科学家，他们摘得的是年度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该奖项前身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于1992年设立的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授予在双边或
者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
献的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科学
技术研究、开发、管理等的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26年间共有约 130位 （个） 个人和
组织获得该奖项，其中有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丁
肇中、贝聿铭、维尔纳·胡芬巴赫、肖开提·萨利霍夫等
享誉世界的科学大师，也有欧盟信息总司官员让-皮埃
尔·勒伯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若泽·伊斯拉
尔·瓦加斯等国际组织的官员；既有巴西矿冶公司总裁
若泽·阿尔贝托·德·卡马戈、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董事长
丹尼尔·魏思乐等跨国巨头的高管，也有原国际数学联
盟主席雅克-路易·利翁斯、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主席
平野敏右等国际科学协会的负责人。

获得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友人是来华参与科
技交流国际人士的优秀代表。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
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外科技
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国科技工作者，走出国门，以
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根据欧洲科学
院 2017年 9月发布的当年度院士增选结果，有 4位中国
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是同济大学中欧纳米声子学联合
实验室主任李保文、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研究员李学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东明和南京
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周志华。根据美国工程院今年 2月公
布的2018年新当选院士及外籍院士名单，来自中国的科
学家也有 4位。此外，还有一些中国科学家当选俄罗斯
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日本工程院院士。今年11月
27日，第28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大会召开，14名来自中
国大陆的科学家当选院士，中国大陆当选该院院士的总
人数提高至 232名。这些中国科学家融入国际科学共同
体，与外国同行一起相互启发、分工合作，破解科学难
题、推进认知，造福民众。

构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1992年 9月，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华，表
达了与中方合作共建工业园区并以该园区为载体传播新
加坡发展经验的意向。此后，双方围绕合作开发事宜进
行了多次协商和实地考察，最终确定选址苏州，这就是中
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1994年5月，该项目启动。1997

年底，园区首期 8平方公里基本开发完成。今天，苏州工
业园区已经发展成为行政区划面积278平方公里，以电子
信息、机械制造为两大主导产业，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纳米技术应用为三大特色新兴产业的国际创新高地。

与新加坡合作建设工业园，学习该国创新经验的同
时，中国也在探索自主创办科技园区的路径。实际上，
早在1988年5月，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就批
准成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技
园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
托该地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密集的得天独厚优势，联
想、百度、博奥生物、中星微电子、碧水源等一批创新
型企业迅速成长起来。继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武汉东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上海张江高科科技园及众多大学科技
园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科技创
新的一个个经典。

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理想实现形式，科技园在
聚集创新要素、发展高新技术和高新产业、推动产业结
构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科技园是起源于欧美的舶来品。通过自主
探索学习和同新加坡合作，中国逐渐摸索出一条建设科
技园区、促进创新的路径。以启迪控股 （前身为清华科
技园发展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科技服务机构，
不仅致力于把自己的科技园、孵化器和科技新城等推向
中国各地，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中心，而且拓展到全世
界，构建起全球性创新载体网络。经过20多年发展与探
索，启迪控股成功构建起近 300个科技园等为载体的全
球创新服务网络，不仅遍及北上广深港澳等国内各主要
城市，而且覆盖到美、英、意、俄、澳等国的约70个城
市，通过集群式创新，启迪已经掌握了一大批全球领先

的技术，成为享誉世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动机”。

贡献国际科研基础设施

2018年5月28日，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中国与联
合国外空司联合举行“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
布仪式”，详细公布了空间站将采用的3种合作模式，邀
请拟参与方于今年 8 月 31 日前提出合作项目申请，之
后，中国和联合国对收到的申请进行联合审核评估，确
定具体合作项目并由相关各方组织实施。发布仪式上，
中方特别强调，上述合作邀请不设门槛，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院、大学、企业等都可
提出申请，充分彰显了中国推进空间站合作的灵活性和
真诚意愿，受到国际社会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联合国
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官员盛赞中方秉持的开放态度，指
出让世界各国都有机会使用一国搭建的空间基础设施开
展科学实验是历史上第一次。

截至今年 10月初，共有 25个国家提交了 36个合作
项目申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预
计在年底前完成对申请项目的初审工作，中方之后将指
导项目申请方开展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2019年6月前
完成项目终审。根据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中
国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规模较大、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
站。届时，太空中将诞生一项服务于国际科学界的重大
空间公共基础设施，各国有志于探索太空的科学家将实
现携手探索宇宙的梦想。

中国致力于搭建和分享的国际科研公共基础设施除
了载人空间站之外，还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以“嫦娥四
号”为代表的空间探索航天器等。随着最新两颗北斗导
航卫星于今年11月入轨组网运行，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基
本系统空间星座部署任务圆满完成，向服务全球迈出了
关键一步，意味着有更多国家的科技人员可以更好利用
这一空间基础设施，研究开发基于“北斗”的应用系统，造
福于本地居民。正在奔月的“嫦娥四号”是中国联合荷兰、
德国、瑞典和沙特4国倾力打造的探月国际联合舰队，它
搭载的载荷中有4项来自这些国家，分别是低射频电探测
仪、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中性原子探测仪和月球
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嫦娥四号”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

科学家奉献给国际社会的一项探月公共平台，联合国际
同行共探月球奥秘。

分享高科技产品和服务

近日，位于上海随塘河畔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开工建
设的消息引爆网络，作为上海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
造业项目，该工厂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身，年规
划产能高达 50万辆。同时，该项目是中国开放新能源汽
车外资股比限制后第一家外商独资的汽车厂，是中国对
外开放的一大标志性项目，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也是国际高科技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
历程。40年来，以波音、奔驰、大众和微软、英特尔、高通、
惠普等为代表的国际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在分享中国高
速成长的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中国技术创新带
来的发展红利，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增强技术演进的
动力。在合作与交流中，一大批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异军
突起，不仅实现了技术自强自立，而且开始勇敢走出国
门，向世界市场奉献中国高科技产品、技术和服务，形成
了以铁路、核电、大飞机等为代表的“中国创造”靓丽名
片。

2017年5月31日，历时近3年建设的肯尼亚蒙内铁
路建成通车。这是首个海外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
国装备建设的现代化铁路，肯尼亚由此大踏步迈入现代
化铁路时代。

2016年9月，中国核电企业联合法国电力公司，与
英国政府签署新建英国核电项目的协议。根据协议，其
中一个项目将使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这是继 2015 年华龙一号成功出口巴基斯坦
后取得又一次重大突破。

2017年5月，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 C919 成功首飞。随
后，订单量持续增加，据报道将有望突破 1000 架，预
定客户中，除了国航、南航等国内航空公司之外，还有
来自德国、泰国等国家航空公司买家。

中国大型客机C919中国大型客机中国大型客机CC9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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