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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大国之一，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

2014 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制订了《国际合作行动计划》。本文根据《国际合作行动计划》，从

国际科技援助指导原则、重点举措和已取得的成就、新时期的重点和变化三个方面对德国国际科

技援助概况进行了综述。21 世纪以来，德国通过对科技援外政策的调整，与金砖国家建立了更

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了大国形象，使得科技援助既能服务于政治、经济目

的，又彰显人道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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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德国科技援助政策的重点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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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技术部，北京 100862；
2. 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北京 100871）

在多项权威排名中，德国都属于最具有创新力

的国家之一。21 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和第三

世界国家的兴起，新兴国际经济体既是德国的合作

伙伴，为其带来劳动力，具有合作潜力，也是其竞

争对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创新中心不断向亚洲转

移，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国家也迅速发展，在这

一背景下，德国将和新兴国家共同合作，对第三世

界国家有效地施以科技援助，承担国际责任，将世

界人才团结起来，从而加强自身国际竞争力。为此，

必须打破国家科技系统之间的障碍，建立全新的合

作关系，设立共同标准，鼓励科学界、企业界都参

与到国际竞争中来。

1　德国国际科技援助指导原则

在德国联邦政府 2008 年发布的《联邦政府国

际科学研究战略》和 2014 年发布的《新一轮高技

术战略》的框架下，德国联邦教研部制订了《国际

合作行动计划》，明确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的目标

是，使联邦教研部主导的国际科技合作服务于德国

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利益 [1]。作为国

际合作的重要部分，科技援助政策也须遵从这一目

标，以联邦教研部制定的五个科技合作指导纲领为

原则，为未来科研、创新与人才援助指明方向：一

是人员更具流动性，继续输送优秀的科学家、科研

人员以及留学生到世界各国开展研究，同时积极吸

纳外国人才进入德国，满足未来的专业人才需求；

二是援助更便利，设立合理有效的合作及援助计划，

清除双边、多边合作障碍；三是协同更有效，进一

步完善德国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合作网络，拓展援助

领域，力争覆盖所有层面和专业领域；四是重点更

聚焦，关注重点援助领域和技术，注重援助的质量；

五是更具竞争力，明确德国自身优势和利益，以加

强德国整体竞争力为目标开展国际援助。

2　德国国际科技援助重点举措和成就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加

强和调整对新兴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以及与

它们的合作，对新兴国家由以往的援助逐渐转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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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形式也在不断调整，

重点包括：与中国制定合作战略；与中亚制定合作

战略；与非洲制定合作战略，在非洲战略中融合双

边、多边项目；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

双边对话；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专业化技能中心；

在联邦政府和北非的转化合作关系框架中，支持社

会文明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支持与发展中国家高

校的双边合作；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建立服务于

未来创新体系的科学家资格认证。同时，德国联邦

政府注重承担“大国责任”，致力于与第三世界国

家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重点包括：针对气候变化问

题调整支持重点；关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加强非

洲地区健康研究网络建设，进一步发展研究区域融

合问题，在非洲支持当地教授等教职人员。

在德国科学界、企业界等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

力下，德国国际科技援助在联邦政府和联邦教研部

的统筹规划与管理下硕果累累。

2.1　全方位拓展与新兴国家（以金砖五国为例）

　　 的科技合作与援助

2.1.1　中国

自 1978 年中德两国签订《中德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以来，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一直保持稳定

与增长态势。两国建立了一整套科技合作协调机制

——“中德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主要合作领域

从最早的能源、航空、海洋、医学、制造技术、材

料等基础学科领域，逐渐扩大到环保、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电动汽车等高技术领域。

在和金砖五国的合作中，德国联邦教研部与中

国的合作经费投入排在第一位（每年 1 850 万欧元）。

合作灯塔项目（Beacon Project）包括创新平台建设、

清洁水研究，均是中德合作的成功典范。

2015 年 10 月，德国联邦教研部在柏林举办首

个“中国日”活动，并推出首个《中国战略 2015

—2020》。该战略为教研部首次推出的国别战略，

确定了九大行动领域，共 35 项措施。该战略对德

国联邦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和主要研究机构对华合

作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就中国在合作中所具

备的优势和劣势、德国在对华合作中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进行全面评析后，从科研创新和教育两个角度

罗列出了德国未来对华合作的指导方针和核心命

题，确立了主要行动领域 [2]。

2.1.2　俄罗斯

德国与俄罗斯 1987 年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

协议，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两国开展了大量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人才交流，重点合作领域包

括光子源加速器、光学技术、海洋和极地研究、可

持续环境保护、生物学研究和生物技术等 [3]。联邦

教研部平均每年支持两国科技合作的经费约为 1 000

万欧元。

2.1.3　印度

德国与印度的科技合作已有 60 年的历史，两

国每两年召开一次政府磋商，2012—2013 年两国

合作举办“德印年”。

在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中，德国联邦教研部对印

度的投资援助增长幅度最大，从 2008 年的 140 万

欧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870 万欧元。两国合作重点

是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健康研究、可持续性研究、

生产技术和民用安全研究。联邦教研部为此资助了

三所双边合作研究机构：（1）2010 年，建立了印

度 - 德国技术推广中心，该中心支持应用导向型的

创新项目，主要领域包括工程学和生命科学。该中

心采用“2+2”（2 个国家，科学和企业 2 个界别）

的合作模式，促进两国科学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参

与者包括德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两国合作在印度

建立了相应的现代化专业项目管理单位。（2）支

持在印度技术研究所中建立印度 - 德国可持续研究

中心，来自德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在此共同研究能源、

土地保护、废水和垃圾处理等问题。（3）德国联

邦教研部和马普学会科技部门共同资助成立了印度

- 德国马普学会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4]。

此外，德国与印度在人才交流和职业培训方面

也保持紧密的合作，两国针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的资格认证等问题分别成立了两个部级工作小组。

2.1.4　巴西

德国一直以来都是巴西的传统合作大国，超过

1 200 家德国企业在巴西设有分公司，在巴西拥有

25 万员工，创造了 330 亿美元的营业总额，占巴

西国内生产总值的 6.5%。德国对巴西的科技援助

已有超过 45 年的历史，两国政府主管科技部门每

三年召开一次联合委员会，讨论未来科技合作的问

题，重点合作领域包含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

续发展、生命科学和生物经济、水质保护和海洋研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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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5]。巴西以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闻名，尤其在生

物能源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技术发展和创新研究是两国联合委员会讨论

的重要议题，德国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相关研究

也是巴西学习借鉴的榜样。为此，德国弗朗霍夫学

会在巴西建立了技术转化创新中心。在共同应对全

球挑战方面，两国政府在气候、水质保护、环境技

术等领域开展合作，2015 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在巴

西支持的“亚马逊观测高塔”（ATTO）项目落成，

该塔是世界最高的气候测量塔，位于世界上最大的

热带雨林地区，总耗资 84 亿欧元，历时 6 年规划

建设，旨在更好地研究和分析亚马逊地区不同海拔

高度的大气层对该地区气候以及全球气候变迁所带

来的影响。

德国与巴西高校之间的合作也十分密切，两国

高校总计签订 500 多项合作协议，为科研人员和学

生提供交流访问的机会。巴西通过“科学无国界”

奖学金项目，支持本国学者、学生的国际访问，过

去三年中前往德国的巴西学者、学生超过 6 000 人。

联邦教研部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网络平台，帮助这些

访问学者在德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研机构。

2.1.5　南非

南非是德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要合

作与援助伙伴。自 1996 年起，两国每两年召开德

国 - 非洲双边委员会，德国联邦教研部和南非科技

部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德非两国的科

技合作发展顺利，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卫生医疗

等领域共同支持多个项目 [6]。联邦教研部与南非的

合作经费也近乎翻倍（从 1996 年每年 140 万欧元

增长到 2015 年的 250 万欧元）。

此外，德国政府与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共同进

行三方合作的发展援助，由德国国际合作协会具体

执行，南非财政部作为合作方，第三方主要是非洲

地区的受援国。项目施行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德国国际合作协会依靠自身在发展援助方面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储备为第三国的利益及项目质量

提供了有效保障；其二，南非与非洲其他各国有着

共同的历史基础与文化基础，这一点扫清了与第三

国之间进行对话的障碍，保证了项目能够取得有效

的成果 [7]。该项目的核心是由南非财政部与德国国

际合作协会共同设立一个援助基金，该基金将由南

非财政部及德国驻南非使馆的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

会共同监督管理。当第三国提出相关申请时，可在

该基金的支持下同德国、南非进行三方合作。管理

委员会将会评估项目的可行性、适用性及预期效果。

为保证南非的发展援助机构得到有效的锻炼，整个

三方合作计划将会被细化为各个单独的双边合作项

目，在南非与第三国之间进行。

2.2　调整优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非洲和拉

　　 丁美洲为例）的科技援助

2.2.1　非洲

2014 年， 德 国 联 邦 教 研 部 发 布《 非 洲 战 略

2014—2018》，这是为了落实德国联邦政府 2011

年提出的非洲战略的具体行动，加强对非洲的科技

投入，强化德国各类科研机构设立的对非合作组织，

增强德国对非援助的目的性，加快建立德国与非洲

在教育科研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该战略提

出的主要援助目标有：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建立高

标准的德非科研合作体系；推动区域与洲际合作发

展；提升创新新兴市场开拓能力；增加德国作为非

洲科技教育重要合作伙伴的显示度。援助重点是科

研和教育，在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环境、健康、生物

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管理、创新体系、科研成果

转化等领域展开；教育方面主要强调通过促进技能

培训，加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实力，优化职业教育

和再教育培训制度 [8]。

该战略更加注重各种长期合作机制的建立，如

政府间合作、经常性科技合作项目、特别科技合作

项目、大学间合作、创新体系咨询、发展战略研究、

国际合作网络和科学普及推广（如“科学年”活动）

等。该战略还提出了德国教研部近期将推出的一系

列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加大投入，对德国科研机

构、大学和企业开展对非洲科技合作给予实际支

持；帮助非洲国家释放创新潜能，提升创新能力和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为长期合作创造条件；积极参

与和推动欧盟与非洲的多边合作等。

《非洲战略 2014—2018》中提出了要在未来

几年实现 30 余项具体措施，涉及多个灯塔项目，

例如：

（1）由德国和非洲学者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

WASCAL 项目，即建立“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西

非科学服务中心”，该网络受德国教研部委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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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设有一个中心。德国政府

为此拨出 5 600 万欧元，作为兑现其协助发展中国

家适应气候保护的国际承诺所推出的举措之一。

（2）德国联邦教研部在新一轮“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健康创新研究网络”的项目框架下与非

洲国家开展合作，除了对非洲贫困国家的医疗卫

生问题进行研究之外，还包括优化学术教育体系、

加强非洲国家的研究实力。在研究被忽视的、与

贫困相关的疾病方面，德国联邦教研部自 2015 年

6 月开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展了五个健康网

络创新合作项目，与非洲国家共同解决面临的健

康问题 [9]。作为教研部《非洲战略 2014—2018》

的一部分，至 2020 年，该研究网络将获得 5 000

万欧元的支持经费。

（3）德国联邦教研部 2015 年起在非洲的大学

中资助设置教席，打造“德国研究教席”品牌，提

高德国和联邦教研部在优化大学人员配置机制方面

的显示度。此外，德国在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已成

功设立四个研究教席。

2.2.2　拉丁美洲

2010 年 8 月，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对拉丁美洲

的援助原则，确立了科技、研究和创新为援助的重

要目标。现有的联合协议提出“与所有拉丁美洲国

家共同进步，面对全球挑战，加强与巴西等国的战

略伙伴关系”。其中联邦教研部的重点援助对象是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等国。

如今联邦教研部将对拉丁美洲的援助重点放

在加强人员流动性、促进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上。

联邦教研部为此出台新的战略和有效工具，鼓励德

国高校和校外研究机构在重点合作国家与当地顶尖

的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进行有针

对性的专业领域研究，共同建设创新网络。例如

2012 年，德国联邦教研部、阿根廷教科部以及德

国 - 阿根廷科技协会共同设立了德国 - 阿根廷高

校中心，在该中心的支持框架下，目前德 - 阿有

12 对高校合作伙伴，设立了工商管理、能源管理、

分子生物学、自然灾害和天体物理学等共同课程。

在研究合作方面，根据拉丁美洲国家资源广

阔、气候条件复杂、生物多样性丰富等特征，德

国联邦教研部因地制宜，与不同国家有针对性地

开展研究合作。除了在环境保护、能源可持续利

用等方面对巴西进行援助外，德国与阿根廷也进

行有机农业、生物肥料等方面的合作，1994 年德

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和阿根

廷南极研究所在南极洲设立了第一个国际研究机

构——达尔曼研究所，部分经费由德国联邦教研

部支持。德国宇航研究院与智利和墨西哥的科研

机构均在灾害预防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运用航

天卫星技术、遥感技术建立自然灾害预警系统，

在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火灾和水

灾发生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此外，德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合作也是在欧盟框

架下与拉丁美洲多边合作的重要补充部分。2010 年 5

月，第 6 届欧盟 - 拉美国家首脑会议在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开幕，来自 60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

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主题是“用创新的手段和科学技

术达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融入的目标”，会上成立了

研究创新委员会。其中德国联邦教研部在不同层面上

参与了该委员会的组建过程，如专门设立五个工作小

组，分别针对社会挑战、生物技术、生物多样性与气

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卫生健康五个不同领域，支持

每年举办欧盟 - 拉美国家高层会议。

3　德国科技援外在新时期的特点及变化

3.1　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和多种引导项目为国际

　　 科技援助保驾护航

德国联邦政府重视科技合作，2008 年联邦政

府通过了联邦教研部起草的《联邦政府国际科学研

究战略》，第一次将国际科技合作作为现代政治区

位的重要标志；德国政府与美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等处于不同层次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签订

了政府间协定，定期开展政府磋商和高层互访，并

将科技合作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同时，监测和评估

工具等引导项目的实施也一直伴随着科技援助的健

康发展，广泛有效的信息量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

科技援助的重要前提。联邦教研部用不同尺度衡量

国际合作进程，包括：以现有数据为基础建立指标

体系，评估计划、项目的实施情况；搜集和整理重

要国际科技发展情况、双边和多边合作机会，更好

地为德国科教主体提供服务；建立和完善专家网络，

为德国国际合作的战略取向提供支持；优先选择科

技强国和地区建立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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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采用“2+2”和“三方合作”等创新合作模式， 
  深入拓展与新兴发展国家的合作，提高对发展

  中国家科技援助的效率

德国与新兴国家的合作通常采用“2+2”模式，

不局限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也强调企业间，尤其

是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在合作领域方面，德国

政府不断加强对各国科技政策的学习和理解，调整

方向和重心，结合自身优势和所在国当地资源，深

入合作领域，并注重与新兴发展国家携手面对全球

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近 10 年来，德国实施发展援

助越发注重推动“三方合作”模式，德国作为“稳

定的援助提供方”；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政治与经

济实力不断上升、对当前和今后国际问题的解决有

着重要作用的国家是“合作方”，即新的援助提供

者；“第三方”即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是三方合作

中的受援助国。

德国近年来关注并参与“三方合作”的背景和

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许多新兴国家以及中等收入

国家通过投资、贸易、财政援助和技术知识转移，

已经成为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援助国或者是受援

国家的“发展伙伴”；二是当今世界全新的政治经

济发展格局，要求发展援助具有更高的效率与更明

显的效果，新的援助提供国通常是新兴国家以及中

等收入国家，“合作方”的参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

标；三是新兴援助国家大都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而作为国际

援助领域的重要援助国，德国有意将这些国家纳入

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秩序和框

架中来 [7]。

在与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的具体合作中，

德国用实际行动支持“合作方”建立有效的发展援

助机构并输出经验，将曾与“合作方”之间进行的

发展援助项目推广到第三国，将新的援助提供国纳

入国际援助体系，利用合作国的优势补充并增强援

助实力，与各国广泛建立伙伴关系。

3.3　强调与欠发达地区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推动

　　 多边合作和援助

以对非洲政策为例，德国从政府层面上愈发

强调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这意

味着要更多强调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和责任承担，

使非洲国家成为平等的参与者，而不能一味依赖

援助者 [10]。德国的科技援助政策日趋强调，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经济、技术援助不可能消失，但

新的政治对话必须考虑所在国对自身发展的责任，

在合作领域运用有效措施提高受援国的自主创新

能力。

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德国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

战略更强调多边国际合作。德国政府认为，多边合

作力量越大，效果越好，在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等

多边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下，整合多方力量，共同

应对健康卫生、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全球

挑战，既能提高德国对受援国的援助效果，又能突

出德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因此，德国政府对欠

发达地区的援助政策由单纯输出人才、资金和技术

渐渐转变为搭建合作网络，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平台共同建立国际性的合作研究机构，加强人才流

动性，输送先进的科技系统理念，其根本目的是创

造大国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从而

实现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的目标，使联邦教研部主导

的国际科技合作服务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

地位和政治利益。

4　…德国科技援外政策成效与启示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科技和社会

的发展融合，德国联邦政府将国际科技援助作为国

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其援助框架、

丰富援助领域、拓展援助对象，将国际科技援助的

意义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而确保德国在全球化背景

下的科技竞争力和战略地位。

在此背景下，援助已不再是狭义上单纯的支援和

帮助，一方面意味着与新兴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

关系，充分运用“2+2”模式，通过共同支援发展中国家，

加强和新兴国家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发

展中国家人才、教育等方面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资

金、技术和人才的输入，逐渐向建立合作网络或框架

等形式发展，促使发展中国家逐渐具备自我发展的能

力，真正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从而彰显其大国情怀，

巩固德国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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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us and Changes of German Aid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the 21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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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owerfu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German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ad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n in 2014.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rmany’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d in terms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and working prior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new phas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adjustment of 
ai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Germ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erging 
countries, built a image of great power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ich makes the ai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serv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goals, but also highlight humanitarian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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