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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外交是外交学的重要新兴领域，科技外交

既是以科技交流与合作为内容所开展的外交，又是

国家运用科技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

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科技外交虽然是新兴事物，

但是科技外交的雏形却由来已久。1723 年，英国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就任命了菲利普·

佐尔曼（Philip Zollman）为外事秘书，与海外科学

家保持定期通信，这一职位设置比英国第一任外交

大臣的出现早了半个世纪。可惜，长期以来，科技

外交很少受到关注。

当前，科技外交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愈加突

出。外交政策的工具、技术和策略需要与这个科学

性与日俱增、技术日趋复杂的世界相适应 [1]。为此，

有必要分析科技外交的内涵，把握科技外交发展变

化的内在脉络，探讨科技外交构建与转变的实施路

径，以便让科技外交在实践中更好地推动中美关系

的发展并服务于我国新时期的发展战略。

…1　科技外交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科技外交是主权国家运用科技交

流与科技手段推进国家间关系，达到国家特定目标

的对外活动。美国国务卿科学和技术顾问尼娜·费

德洛夫（Nina V. Fedoroff）[2] 认为，科技外交是“利

用国家间的科学互动强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并

构建具有建设性、基于知识的国际伙伴关系”。奥

斯丁·爱德华斯（Austen Edwards）[3] 认为科技外

交是指“运用科技合作、协作与交流作为工具，以

求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科技外交与公共

外交存在紧密的联系。公共外交是指一国与他国公

众的沟通，其任务是了解、掌握他国民意，并影响

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提升其对本国政策和文化

的认同度和支持度 [4]。科技外交与公共外交在基本

特征、主体、客体及实施路径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科技外交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外交中的科

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以及为了外交的科学。第一个

方面是指外交政策目标制定中科学能提供信息上的

支持。当前，在一些重要的科技政策问题上，需要

防止科学沦为政治工具。第二个方面是指外交用于

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只有把科学与外交有机结合在

一起，才能有效发挥科技的作用。第三个方面是指

利用科技合作改善国家间关系。中美从敌对到缓和

并建交的过程，突出反映了科技的重要性。美国白

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前执行主任约翰·麦

克塔格（John P. McTague）[5] 曾表示：“美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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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美方寻找到了新的市场，同时稳定了世界形

势。”总之，科技外交推动了科技界与外交界在合

作动机上的互利共生。就科技共同体而言，获取最

佳研究人员、研究设备和研发经费是寻求国际合作

的原因。对于外交事务共同体而言，科技提供了支

持更广泛政策目标的网络和渠道 [1]。科技外交是中

美关系发展可以重点开拓的领域，能够在服务国家

整体外交战略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2　当前科技外交的新进展

2.1　美国科技外交的新发展

新世纪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科技外交的关注

与投入力度。美国国务院于 2000 年设立了美国国

务卿科学和技术顾问，专门负责国务院科学和技术

事务。2008 年 2 月，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出台了《国际科学与工程伙伴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先领域》报

告，指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国际合作是美国外交的

重要工具，可以通过科技合作关系在全球加强外交

关系，并提升基本的科学价值，使美国能够建设并

保持国际科技时代的领先地位 [6]。同年，美国科学

促进会（AAAS）创建了科学外交中心，这是首个

以科学外交为主旨的机构，目的是把科学界、外务

政策界与公共政策界汇聚在一起，推动科技与外交

的紧密联系。为了使得学界、政界加深对科学与外

交互动的研究，美国科学促进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设立科技外交奖学金计划，推动美国与其他国

家的科技交流。

奥巴马上台后，将科技置于外交工作的重要

地位。2009 年 6 月，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

有关科技外交政策的演讲：“在科学技术领域，美

国将提供一项新的基金，以支持以穆斯林为主的

国家的技术开发，帮助将创意投入市场，以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美国将在非洲、中东及东南亚地区开

设科学事业促进中心，并任命新的科学事务特使，

就有关计划进行合作，以开发新能源、创造有利环

保的工作机会、使档案数字化、使水资源洁净化并

种植新作物。”[7] 简而言之，就是建立科技基金、

开设科技促进中心并实施“科学特使计划”（The 

Science Envoy Program），以便推动美国与伊斯兰

世界携手前进。“科学特使计划”表明美国继续

致力于将科学、技术和创新作为外交工具。与“硬

外交”的成本相比，科学外交的费用微乎其微，但

其科学和社会效应却很大 [8]。

同时，美国的其他机构也纷纷重视开展科技

外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于 2010 年 3 月

任命亚历克斯·迪根（Alex Dehgan）为科学顾问，

以此推动科学技术在实现外交政治目标时发挥更大

作用。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具

有科学家背景的外交人员数增长了 15 倍。此外，

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设置了“杰斐逊科学会”

项目，每年选拔 10 名杰出科学家进入美国国务院，

承担为期一年的工作，参与涉及科技方面外交政策

的制定工作，结束任期后，还将为美国国务院提供

五年的咨询服务。上述这些措施为美国开展科技外

交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科技咨询与处置能力。为加强

对科技外交的研究，2012 年 3 月，美国科学促进

会创办了《科学与外交》（Science & Diplomacy）

季刊，标志着美国主流社会认识到科技外交在发展

科学技术和国家间关系以及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

重要作用。

2017 年 1 月 20 日，共和党人特朗普宣誓就任

美国第 45 任总统，美国由此正式进入“特朗普时

代”。特朗普上台后，坚持国内经济和安全优先。

与奥巴马积极的科技政策相比，特朗普对科技关注

较少且相对保守。特朗普很少对科技政策表态，迟

迟不任命总统科技顾问，在环保、能源、气候变化

等领域的做法与前任总统大相径庭，并退出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由于

特朗普认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机构臃肿、人浮于

事，因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职员数已经缩减

至 50 人，这些从原则和机制上都影响了美国科技

外交的开展。

2017 年 3 月 16 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 2018

财年（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执行）的联邦预算草案，

在这份 62 页的预算中，科技研发类预算削减严重。

比如，拥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美国卫生和福利部

（HHS），其财政预算被削减 18%，降至 259 亿美元，

是 15 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对疾病医学和生物医学

研发与国际合作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美国环境

保护署（EPA）预算被削减 31%，低至 260 亿美元，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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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署岗位被削减 3 200 个，削减幅度最高。

此外，该预算并没有提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的预算份额 [9]。相比之下，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

局、核安全管理局均有不同程度的预算增幅。此次

预算对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美国的科技外交

将产生直接影响。

此外，2017 年 3 月 28 日，特朗普签署了“能

源独立”行政令，美国能源关注点转向化石能源和

传统能源。这一行政命令废除了奥巴马在 2014 年

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CPP）。该计划要求各

州在 2030 年前将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在 2005 年总量

基础上减少 32%。特朗普的“能源独立”行政令

不再将气候变化视为环境评估的指标，试图借此推

动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并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

在科技外交领域，尤为突出的是，特朗普停止

资助《全球气候变化倡议》项目以及绿色气候基金

等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

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最终还是于 2017 年 6 月 1

日退出《巴黎协定》。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和第

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必

将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产生深

远的影响。

纵观其就职之后半年的表现，特朗普忽视科学

技术并边缘化白宫科技专家团队，使其成为一个“反

科技总统”（The Anti-tech President）[10]。特朗普

有关移民、气候、能源等问题的观点涉及了科技发

展密切相关的高技术移民、石化能源、气候变化等

议题。从科技外交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精明的实用

主义商人，特朗普对科学研究价值所持的立场，将

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考虑到美国共和党保守派的

推波助澜，在气候变化对《巴黎条约》的影响、新

能源政策与全球能源治理、太空探索与太空治理、

人类胚胎干细胞和国际核聚变研究对国际科技合作

的影响等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与政策值得关注。

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

反弹。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前所

长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11] 曾在《纽

约时报》撰文，认为政府固步自封导致科学事业

备受挑战，他呼吁公众抵制特朗普的科技政策。

2017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期间，数千美国

民众在华盛顿举行“保卫科学大游行”（March for 

Science），通过示威抗议特朗普政府漠视科学和削

科研预算的行为。同时，削减预算也受到不少美国

国会议员的反对。2017 年 4 月 30 日晚，美国众议

院两党公布了新修改的财政支出协议，国立卫生研

究院在五个月内将获得 20 亿美元财政支持。事实

上，这一拨款作为“国立卫生研究院创新基金”，

是在 2016 年 12 月国会通过的《21 世纪治愈法案》

中予以确认的。根据该法案，未来的五年内，每年

将提供 20 亿美元额外费用，作为“国立卫生研究

院创新基金”。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看到科技创新是实现美国

重新伟大的重要因素。特朗普上任之后，雄心勃勃，

其愿景是以“美国优先”来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

建立一个“美国新世纪”。为了兑现“美国优先”

原则，创造就业岗位，在贸易等问题上维护美国利

益，特朗普将增加对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议题的

关注，加大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发投入。随着执政

的推进，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开始出现一些积极而

微妙的变化。2017 年 6 月 19 日，特朗普邀请美国

科技界官员和企业主讨论美国的科技政策问题，

推动落实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移民等措施。在科

技官员设置方面，目前，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

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和耶鲁大学教授大

卫·盖勒特（David Gelernter）受到特朗普的关注，

很有可能担任总统科技顾问。

总之，特朗普的科技外交政策并不清晰，且特朗

普的科技政策将深刻影响美国的科技发展轨迹与国际

科技合作进程。不过，特朗普坚持市场本位，鼓励企

业研发，并随着执政的深入开始出现重视科技作用的

积极迹象。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资

源配置能力和强大的科技体系所具有的系统自我修复

和适应能力，使得美国科技创新不至于因任何一届总

统的科技政策而受到破坏性影响 [12]。从这个角度讲，

美国的科技外交和国际科技合作进程不会因为总统

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本质上，科技外交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行为

体自身追求的目标。科技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

略，以是否维持并推动国家利益为最终衡量标准，

这就决定了科技外交发展的空间。仅就美国而言，

美国科技外交是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

可以更充分地参与快速发展的科技研究工作；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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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科技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可以确保美国商业的技

术领先地位，进而有助于恢复和增强美国经济实力。

2.2　中国科技外交的迅速发展

在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科技战略纳入国家整

体战略的背景下，我国于 2016 年 5 月颁布《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把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作为战略目标，建立中长期的技术创新体系、知

识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科

技中介服务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对当

前中国对外科技合作的方式和路径提出了新的要

求。当前，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创新型国家，

是中国科技外事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科技外交迅速发展的

重要背景，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科技外交的重

要指导原则。“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的

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是促进全球发展与国际合作

的中国方案。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

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此背景下，中国科

技外交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科技外交不断深入。长期以

来，西方发达国家是我国科技外交的重点对象。为

了引进和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加快创新

性国家建设力度，中国积极开展了与西方国家的科

技交流与合作。应该说，科技合作与交流密切了双

边经贸联系和利益互动，推动了中国和美欧关系的

巩固与深化，科技外交发挥了东西方交流的基石性

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积极开展了面向第三世

界的科技外交。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科技外交越来越

成为中国科技外交的重点和优先领域。打造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伙伴关系”是当前中国科技外

交的创新性举措。在“科技伙伴计划”的基本框架

下，中国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需求，通过共

建联合实验室、资助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开展科

学与实用技术培训等，助力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通过建设国际和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先进技术示范

基地，实施国际科技特派员行动，推动先进技术转

移。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前期设计、规划与机制化建

设，与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科技发展经验，共同构

建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科技伙伴关系中，“中非科技伙伴计划”“中

国 - 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以及“中国 - 南亚科技

伙伴计划”等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领域合作

的重要体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

对外科技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相

关国家实现战略对接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外交越来越具有政府

主导、发展导向、灵活多元的显著特征，致力于打

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科技伙伴关系

已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方式。

总之，科技伙伴关系是中国科技外交的重要制

度创新，通过政策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研究、

技术示范等方式，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共享科技发展的经验，努力消除贫

困等全球性问题，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

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

方向发展，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迈进。

2.3　中美科技合作的发展演进

对美科技合作一直是中国科技外交的重要方

面。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美科技合作具备了丰富、

详实的内容。比如，作为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内容大量涉及中美科技交流与合

作，科技交流总体而言达到了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

合作的目标。为了加强两国科技界的联系沟通，促

进创新务实合作，中美双方建立了“中美创新对话”

机制，双方定期就两国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技术

转移、市场竞争、政府促进创新和产业化等议题进

行深入研讨。中美创新对话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下的机制创新，有助于推动双方对创新原则和创新

实践的理解。

此外，中美科技交流越来越体现出科技人文交

流的特征。自 2010 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成立以来，科学技术就已经成为双方人文交流的重

要领域，进一步夯实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30 多年来，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百万，大多

数分布在科技领域。与此同时，美国来华留学的青

年人数也不断增加。在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总体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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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中国科技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实施

了“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在交流计划举行期

间，中美双方还共同举行了“中美青年科技论坛”。

这些交流计划和论坛机制增强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

理解和友谊。

30 多年来的中美科技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推

动了中美总体关系的发展。2009 年 1 月 30 日，正

值《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 30 周年纪念日，美

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诺曼·

纽赖特（Norman P. Neureiter）和汤姆·王（Tom C. 

Wang）[13] 联合署名的文章《中美科技合作 30 年》，

对中美科技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美国与

中国结成真正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拥有双重的远大

战略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为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寻

找可能的科技解决方案，而且也将减缓中美总体关

系中不可避免的紧张因素。美国国务院 [14] 在递交

给国会的《美中科学技术合作》报告中指出，该协

议为两国提供了一个“不受其他紧张因素影响的理

性对话和交流的渠道”，并且使有影响力的中国科

技界“与同美国保持和平建设性关系利益相关。”

鉴于科技外交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需要尽快将科技外交纳入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围

绕自主创新这一核心，制定符合自身定位的科技外

交战略；加强外交界与科技界的互动，重视科学家

的政策咨询能力建设；同时，确定科技外交的重点

与优先领域，不断拓展科技外交的领域；加强对外

科技合作，健全对外科技援助体系；抓紧培养具有

多学科背景的科技外交人才，积极吸引国外优秀科

技人才为我国所用。总之，要重新发现并高度重视

科技外交的价值与功能，坚持技术全球主义并反对

技术民族主义，推动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3　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路径

中美科技合作与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当前，中美致力于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科技交

流与合作是中美两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共同发

展、互利共赢的重要体现，也是两国共同应对科技

全球化挑战、推动全球科技治理有效开展等的现实

需要。因而，中美构建科技伙伴关系将成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中国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在科研

论文产出方面的成就显著，已超越了欧洲与日本。

此外，论文引用率、专利注册量等也不断增加。随

着中国科技生产力不断增强，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

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科技超级大国”。中美

在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较量已是必然，且将深刻影

响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科技格局的走向 [15]。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6 年科学与工程指

标》报告认为，美国仍然是全球科学与工程研发支

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研发经费总数的 27%，中

国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大幅增加，以 20% 的比例紧

随其后 [16]。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中美科

技实力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突出表现在研发投入、

发表论文数、论文引用率、培养的博士数量、专利

申请量等方面。比如，当前美国在科技研发上的投

入、美国学者的论文引用次数和培养的自然科学博

士数量高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研究基础设施

和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长，但支撑科技创新的研究

设备质量、科技人员工作经验和相关机制仍然薄弱。

当前，中美双方在科技领域面临着不小的挑

战，比如移民签证、护照监管、技术出口控制、技

术贸易壁垒、技术遏制性并购等。这反映出中美双

方科技往来受到了政治外交因素的干扰。为此，需

要深入挖掘科技外交所具有的独特实现途径，进而

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3.1　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合作机制

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是运用科技改善国家间关

系的重要手段，是国家间建立科技合作机制并形成

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一步。在中美建交初期，

双方签署的协议与议定书就是将科技作为重点。

1979 年 1 月 28 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

进行访问，与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共同签署了

《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它确立了双方科

技合作与交流的框架，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

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也是中美双方历时最长的协

议之一。《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签署后，双

方设立了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机制。中美科技联合

委员会每隔两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会议，以便规划、

协调、检查和协助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活动。2016

年 4 月，中美两国如期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延

期议定书》，双方通过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创新

对话等合作机制加强合作。38 年来，中美科技联

 ◇王明国：科技外交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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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委员会已成为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与政策对话的

联络机制，也是中美双方科技界高层探讨和确定政

府间双边科技合作方向、领域和方式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美科技合作机制已成为中国对外政府间科

技领域最大的合作机制。

此外，中美双方还根据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实

际，在《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续签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新的合作机制。在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中，中美双方构建了“中美 + 清洁炉灶国际

战略发展论坛”和“中美科技园区创新合作论坛”

两项新的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创新合作与务实合作，

实现互惠互利。

中美科技关系是双方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经

历了 30 年的敌对和孤立之后，科技合作成为双方

实现关系正常化、增强安全和提升国家利益的重要

手段 [17]。中美两国曾就双方落实《中美科学与技

术合作协定》的情况进行了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合

作对双方都是成功的，取得了预期效果。美国汉密

尔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理查德·萨特迈耶（Richard 

P. Suttmeier）[18] 在回顾中美建交后的两年科技合作

时认为，中美科技交往的价值体现在两国，尤其是

两国政府藉此编织了一张科技关系网。双方彼此认

真对待另一方的国内发展计划，并认真履行各自义

务，因而，彼此孤立、敌对和误解的状况得到了明

显的改善。科技合作机制本身包含着较高的科学意

义和价值，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符合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此外，这一合作必将导致商业上的合作，

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经贸方面合作的

发展又势必为科技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19]。

3.2　广泛开展科技“第二轨道”外交

科技领域的“第二轨道”外交是指政府间科

技合作之外的行为体围绕科技进行的协商或调解过

程，包括科学家、留学生等行为体，是围绕官方外

交政策开展的民间对话形式，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主

导的科技合作机制之不足。

中美双方民间多层次、多渠道和多方式的科技

合作交流局面是科技交流的重要特征。政府间主导

的科技合作并非唯一的合作方式，也没有阻碍民间

科技交流的开展，相反，在政府间科技合作发展的

推动和鼓励下，中美两国的民间科技合作交流取得

了相当大的发展，大专院校之间，研究所和实验室

之间，公司和企业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的科技合作交流关系。随着双边外交关

系的建立，科学家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始出现

并发展迅速。科学家和工程师超越距离、政治与语

言，形成了持久的个人联系，与对方的老同学、学

生或实验室伙伴间的联系，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有助于近距离地了解对方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这

对科技合作、共同成功开发和获取市场情报是必需

的 [20]。中美双方每年都有大量的专家和学者互访，

交换数以千计的考察团和代表团，召开许多学术会

议和讨论会。

如今，中国很多留学生通过自费的方式赴美求

学，并在人数上超过了公派留学人员。非官方的科

技合作借助其灵活性和弹性，很好地推动了中美关

系的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籍华人

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交之后，他们

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作用更加突出了。其中一个突

出表现是招收、接待和培养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比

如，李政道和中国物理学界合作创立了中美联合培

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选拔派遣学生到美国攻读物

理专业研究生，近千名年轻学子得以出国深造。当

前，这批赴美留学生已成为中美交流的重要力量。

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美科技关系，中美之间可以

建立一个与政府层面的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机制紧

密关联又独立的非官方交流机制，作为对中美科技

联合委员会机制的必要补充。这一非官方交流机制

的目的在于推动政策决策层面上与学术界的互动，

为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机制提供咨询和建议。总之，

设置这一非官方交流机制能够推动科技界与民众的

交流，以及科技界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3.3　重视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开展科技外交

中的作用

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介入科技外交领域，是

科技外交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和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国际组织中的

科技合作不断深化，已经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重要

途径。目前，中国已加入 1 000 多个国际科技合作

组织，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科技组

织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组织所实施的国际核

聚变能源计划、伽利略计划、国际对地观测等科学

工程中，中美双方进行了密切合作。在具体合作领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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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比如在海洋科技合作方面，中美通过在国际组

织、政府间组织或国际科学计划或项目下开展合作

等方式，推动双方海洋科技与管理人员的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促进两国海洋事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民间非政府组织也是科技外交的重要组成部

分，非政府组织参与科技外交可以帮助筹集更多的

资金，而这在科技外交受困于资金不足的时候，显

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非政府组织、跨国联盟、公

私合作机构、市民社会等已构成科技外交的重要载

体。国际科技界的民间往来具有“科学的普遍性原

则”或“非歧视原则”特征，这为民间组织在科技

交流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中美政治关系出现波动

的情况下）创造了条件。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科技组织，积极与美国国家科

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等美方科技界进行沟通，促

使美方认识到科技合作能够互利共赢，推动中美科

技关系的健康发展。就未来而言，中美双方应进一

步发挥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科技外交领域的重

要作用，积极总结相关合作经验，推动科技合作深

入发展。

总之，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在科技外交方

面的平台作用。同时，各类专业技术学会、协会、

研究会等民间组织确立“以民促官”目标，推动中

美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就需要着眼于做好美方科技

界的工作，增进美方科技人士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

不断巩固中美人文科技交流的民间基础。

当然，除了上述实施路径之外，为了实现科技

外交的战略目标，推动科技、人文交流的开展，我

国外交部门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自身建设。

比如，在外交人员中普及科技知识，加强培训；吸

引科学家参与外交工作，发挥其咨询功能；注重吸

收具有科技背景的人员进入外交队伍等。

4　结束语

中美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

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当前，中美双边科技合作成

为两国交往中最重要和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具有

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美科技合作已经成为推动

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双方的交流历程表明，

在中美双方关系稳定的时候，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往

往并不显著，而一旦陷入僵局，科技交流的重要性

及其稳定彼此关系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究其原因，

中美科技合作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具有内在

的利益驱动。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美科技交流与

合作的重要性将随着中美两国共同应对科技全球化

的挑战、推动全球治理的有效开展等共同利益需求

而不断增强。因而，中美科技合作是两国合作共赢

的重要体现，是缔造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重点开拓的

领域，也是中国公共外交大有可为的领域。

为此，应从战略层面重视中美科技交流。当前，

中美双方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

国关系。为了开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中美建立了

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科技交流是其中的六大支

柱之一。可以说，科技外交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的新活力来源，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总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科

技外交的价值，致力于建设中美科技伙伴关系，进

而推动中美双方总体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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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hips

WANG Ming-gu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an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China-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sino-US relation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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