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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主要国家开展科技外交的主要实践活动，基于其战略地位和内容、手段的不同，将

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工具：战略工具、操作工具和支持工具。战略工具明确科技外交的目标方向，操作

工具主要指各国开展科技外交实践的机制和策略，而支持工具则是促进科技外交实践的培训类和平台

类活动。建议我国未来进一步整合科技外交操作工具，并长远谋划战略工具和大力发展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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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科

技外交的概念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科

技外交的实践性较强，因此在理论上尚未达成明确

的定义 [1]。从其内涵来讲，英国皇家协会《科技外

交新前沿》报告中的内容被奉为权威。即：科技外

交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为了科技的外交”、“为了

外交的科技”和“外交中的科技”。

科技外交的实践十分复杂且多层次。从广义来

看，科技外交几乎能够应用于所有的涉及国际维度

的科学活动。这些活动是否被视为科技外交，取决

于其是否直接与利益相关，若是，则是显性的科技

外交。若不是，则是隐性科技外交。

1　主要国家的科技外交实践

1.1   发布科技外交战略及有关政府文件

科技外交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国家战

略决策中的应用还不是十分广泛。目前，在全世界

范围内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发布了科技外交战略，包

括日本 [2]（2008 年《强化科技外交战略》）、法

国 [3]（2013 年《法国科学外交战略》）、西班牙 [4]

（2016 年《科技创新外交》）等。

美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外交战略 [5]，但早

在 2000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加强科学工作高级领

导小组就提交了报告《科学和外交政策：国务院的

作用》。2000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务

院全体职员备忘录》及其附件《科学和外交：加强

面向 21 世纪的外交工作》，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最

早的关于科技外交的政府文件。到了 2015 年，美

国发布《21 世纪外交：让科技覆盖整个国务院》，

使得科技外交理念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了深刻践行。

科技外交战略和政府文件具有战略性的指导

意义。以法国、日本和西班牙为例，三国分别提出

了科学外交、科技外交和科技创新外交的概念，反

映出各个国家不同的立场和目标。

法国使用“科学外交”概念，意在突出以科学

活动为依托开展外交工作所能实现的效果，这里重

点强调科学的特征——普适性和中立性。

日本使用“科技外交”概念，是因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就开始开展海外技术援助计划，

为亚洲国家提供适用技术，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已经成为日本与周边国家互动的一个有效的政策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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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创新性地使用“科技创新外交”概念，

反映出国家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迫切要求外交的目

标和手段能够契合全球创新发展的格局和态势，因

此其目标之一是加强企业在研发领域的国际领导力。

1.2   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

国家之间签署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科技合作双

边或多边协议，其推动力不尽相同。欧盟科研与创

新总司发布的研究报告总结了签署国际科技创新协

定的 15 个动机 [6]，分别是加强合作、交流经验、

改变研发资助模式、提高研发规模经济效益、加强

研发基础设施利用、增加人才供给、提高国家科研

声誉、加强创新与市场导向、制定共同战略、实现

科研卓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建设、在外事访问中

突出合作、增强国家安全、改变外交关系、推动公

共外交。其中前 11 个重在科技创新合作，后 4 个

重在科技外交。

在冷战时期，科技协议是美国重要的外交工

具 [7]。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具有历

史意义的科技协定，以帮助修补两国间“破碎的

关系”，成为运行时间最长的科技协议之一。同

样，美国和中国在 1979 年恢复外交关系仅仅一个

月后即签署了科技协定，申明“这种合作可以加

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在

两国科学实体和人员之间建立更密切、更规范的

合作”的正式声明，是在国家间政治关系变化后

发生的。美国与中国签订协定的目的是，通过科

学交流夯实两国间新建的脆弱关系；而与日本签

订协定，则是希望降低日本走向苏联和共产主义

的可能性，从而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1.3   设立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

随着科学不断融入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

很多国家设立了国家层面的科技咨询委员会，目的

是将科学知识注入到国家治理的进程中。通过科学

界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给予支持，是“外交中的科学”

的经作法。

以英国为例 [8]，英国设有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向首相和内阁提供科学咨询。此外，英国还是世界

上唯一在所有政府部门均设有首席科学顾问的国

家。其中，与外交事务密切相关的部门（如外交和

联邦事务部、国际发展部以及英国脱欧后新设立的

退出欧盟部、国际贸易部等）中，首席科学顾问为

相关的科技外交工作提供咨询、证据与建议。以国

际发展部为例，前首席科学顾问克里斯托弗·韦迪

及其团队开展了对疟疾的研究，以此为依据，国际

发展部增加了疟疾研究的经费并设立了专门计划。

部门首席科学顾问要发挥连接功能，动员和组织整

个国家的科学共同体网络，成为联系政府和科学界

的桥梁。

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不断强化科技外交的

领导机制。如美国设有国务卿科技顾问，法国设立

科技创新领域大使级代表。2016 年 9 月，日本设

立外务大臣科技顾问，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辉雄

担任。同年 12 月，外务省构筑了“科技外交咨询

网络”平台，云集了在科技各领域持有专业见解的

专家。受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委托，科技外交领域

造诣较深的 17 名专家组建了“科技外交推进会议”。

此外，很多国家都设有科学机构，这些机构或

直接隶属于外交部，或独立运行但与外交事务联系

紧密，例如比利时的艾格蒙特国际关系研究所、荷

兰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等。

1.4   设立使馆科技处或科技办公室

使馆是外交战线的最前沿。在使馆设立科技

处，提升使馆整体的科技素养和科学能力，是科技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当前驻外机构均十分

注重新型对话工具的应用，通过数以百计的大使、

大使馆、领事馆等的官方媒体账号，开展科技外交

宣传工作。

一些欧洲国家充分利用驻外力量，构建国际科

技创新网络，如英国的“科学创新网络”、法国的

“科技外交网络”等。意大利在 20 个国家建立了

专家网络，专家们来自意大利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作用是展示和利用卓越的科技领域，为意大利企业

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

瑞士科学中心是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外交网络，

因为它颠覆传统，采取了公私合作模式。瑞士科学

中心是政府级别的信息、促进和连接平台，由教育、

研究与创新秘书处（SERI）与联邦外事部门（FDFA）

合作管理，自 2003 年起开始实践公私合作模式（资

金 1/3 来自教育、研究与创新秘书处，2/3 来自其

他渠道）。目前瑞士在世界的创新热点城市设有 6

个科学中心：美国波士顿（2000 年），美国洛杉

·研究与探讨·



— 74 —

矶（2003 年），新加坡（2004 年，在 2015 年 9 月

底停止运营，两名员工转入当地的大使馆工作），

中国上海（2007 年），印度班加罗尔（2011 年）

和巴西里约热内卢（2013 年）。

每个科学中心都有特定的目标和重点。波士

顿科学中心位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之间，与

瑞士和大波士顿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工作联

系均十分紧密。该地区拥有高度活跃的创业生态系

统，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居于世界主导

地位，因此也成为了瑞士科学中心创业项目的沃土。

印度科学中心位于印度创业资金和教育的中

心——班加罗尔，提供的服务包括为初创企业进入

印度市场提供事实信息（数字化援助）、市场验证

（实地体验 1~3 周）、市场准入（1~3 月）。印度

科学中心开展的公共活动主要包括应用研究、机器

人技术、创新设计、增强现实、可持续建筑等。

1.5　开放国家或地区研究资助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通常被认为是科技外交的一种

形式。科学家有跨境合作的传统，但是，何种程度

的合作才能称为科技外交尚存在争议。很多国家都

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国际科技合作，其背后的推动力

是在这些合作中能够提升国家的科技能力，或是通

过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

德国在教育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国际合

作。从 2009 年起，德国外交部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科

技之家”，致力于德国创新和科学的传播。2009

到 2013 年间，联邦教研部对国际合作的投资达到

了 34 亿欧元。德国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德国学术

交流服务，每年向全球 12 万名研究人员和非研究

人员提供支持。

1.6   开展促进或帮助科技外交的活动

很多国家还提供关于科技外交的培训活动，

受众可以为科学家或者外交官。如美国外交学院

（FSI）提供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在线课程，为每个

国务院成员提供随时随地继续学习的机会。日本也

注重培养高品质科技外交人才，通过培训让外交官

了解科学技术，让科学家了解外交。文部科学省从

2014 年度起实施“超级全球化大学”计划，审定

东京大学等 37 所大学作为支持对象，着力培养适

应全球化发展的高端人才，培养科技外交后备大军。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是支持美国科技外

交活动的主要机构，和朝鲜等尚未与美国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的国家就科技合作机会进行外交斡旋。

2008 年 7 月，美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了“科学外交

中心”，在世界范畴，这是首个以科学外交为主旨

的机构。科学外交中心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在

官方关系紧张甚至敌对的国际关系和区域中寻求开

展科技外交的机会，二是为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

间的交流提供渠道和平台。科学外交中心组织的活

动包括：组织关于科学外交的高层对话，如 2008

年 10 月的“关于科学外交的专题讨论会”，高级

外交官以及来自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代表与会；与其

他相关机构联合召开主题研讨会，最著名的包括与

英国皇家学会合作完成《科技外交新前沿》报告，

并且一起举办了“科技外交新疆域”会议；组团访

问一些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如叙利亚、朝鲜、

古巴等；开展研究工作，如创办了《科学与外交》

网络杂志，分析当前和过去的科技外交案例，研究

科技外交的成功因素和主要障碍（教育、人才、资

源、资助、政策）等。

2　科技外交政策工具分类

以上科技外交的实践活动都有政府的政策和

计划作为支持工具，在推进和开展科技外交的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工具在战略地位、

内容和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可以

归纳为三个不同的类别：战略工具、操作工具和支

持工具 [9]。

2.1   科技外交战略工具

一个国家发布的关于科技外交政策的政府文

件，我们称之为科技外交战略工具，通常包括对科

技外交的一般性定义、目标方向以及具体策略，这

些政策文件由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如科技部门或者外

交事务部门发布。

科技外交战略并不是主权国家的专利。如欧盟

作为超国家区域组织，在 2017 年发布了《欧盟的科

学外交工具》，建议制定欧盟层面的科技外交战略。

2.2   科技外交操作工具

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

使馆科技处或设在第三国的科技联络处、国家或地

区研究资助计划的开放，这些工具把科技外交投入

实践，包括特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机制，我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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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外交操作工具。

第一个重要的类别是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双边

或多边的科技合作协议。国家之间的科学合作有各

种各样的形式，如非正式的科学家间合作、正式的

机构间合作等，不需要科技协议即可开展。但是，

国家之间仍然寻求签署科技协议，因为科技协议具

有法律约束力，代表政府的立场。这些协定努力建

立一个框架，在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的同时，保护知

识产权，共享合作成果。

第二个类别是国家层面的科技咨询委员会，其

形式各不相同，可以是委员会或者高级别工作组，

既可以设在总理级别也可以设在外交或科技部门。 

第三个类别是设在第三国的科技顾问和科技

办公室，在与当地政府和科学机构、科学家的合作

中帮助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

第四个类别是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研究资助计

划，包括个人奖学金及人员交流、对跨境科技合作

提供金融支持、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联合研发项目等。

2.3   科技外交支持工具

针对科技外交的培训活动、意识建设活动以及

对话和协商平台，我们称之为科技外交支持工具，

主要目标是促进或帮助科技外交活动。政府可以建

立专门的机构（如美国科学促进会），将这些支持

工具进行有规划的组织和整合。

3　我国对科技外交工具的使用

全世界范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拥有

科技外交战略工具，明显的科技外交支持工具也是

少之又少。代表国家为美国和日本，它们同时拥有

战略、操作和支持工具，科技外交得到了极好的发

展和运用。

我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情况类似，缺少科技外

交战略，但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使用了不同的

科技外交操作工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广泛的政府间科技合作。目前，我国已与 155 个国

家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签署了 107 个政府间科技

合作协定，参加了约 200 个政府间国际科技组织或

合作机制。二是较大数量的驻外机构和科技外交官。

科技部在 47 个国家、70 个使领馆派驻了 144 名外

交官，从事科技外交工作。三是形式多样的专项计

划与基金。2005 年，科技部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

项计划，用以支持政府间科技合作、重要的技术引

进、国际大科学工程、科技对外专著等。2007 年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俄科技合作。除此以外，五

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中国科学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也投入了大量的国际科技合作经

费。

为了使我国的科技外交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建议如下：

（1）长远谋划科技外交战略工具。围绕我国

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

略目标，制定到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的科

技外交战略，前瞻谋划、系统部署。

（2）积极整合科技外交操作工具。围绕科技

外交的目标和重点，我国应该用好现有的双边和多

边机制，整合多种政策工具。特别是配合我国外交

布局，做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国

- 东盟科技伙伴计划”等，提升我国科技外交的软

实力。

（3）大力发展科技外交支持工具。我国还要

做好科技外交能力建设。一是加强科技外交的理论

研究，为顶层设计提供依据。二是大力发展科技外

交人才队伍，让外交人员懂科技，让科技人员懂外

交，做好培训工作。三是组织国内和国际范围的交

流平台，通过工作会、研讨会等方式，进一步增强

科技外交意识，提升科技外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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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some practices of main countries on S&T diplomac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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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Development of Israel’s Incubators for 
Crowd Innovating Space Development in China

ZHENG Xiu-mei, YOU Di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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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ntrepreneurial country”, Israel has formed a unique and effective pattern on its incubator 
construc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remarkable features of the incubators in Israel. And on the basis 
of dissecting of present situationand questions of Crowd Innovating Space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hat Crowd Innovating Space should enhance professional service, set standard access condition, 
form a sustainable profit pattern and gradually promote the industry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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