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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是俄罗斯保持和增强军事优势、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科技力量。为充分利用全世界

优势科技资源，加速国家科学中心创新发展，激发

自主创新活力，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俄罗斯不断强

化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其多举措加快推进国家

科学中心协同创新发展的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1　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基本情况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严

重衰退，科技投入大幅下降，科研人员流失严重，科

研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实行

了国家科学中心制度，筛选了一批核、航天、航空、

船舶等领域的国家级科研机构给予重点投入和政策倾

斜，以期保持俄罗斯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很

显然这是结合当时俄罗斯国情的现实选择。

1994 年 3 月至 1995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

先后授予 61 个具有先进设备和国际公认科技成果

及人才的科研单位“国家科学中心”资质，其构成

以政府各部下属的科研单位和企业为主，都是独

立的科研生产实体，相当于国家级重点科研单位。

2004—2015 年共有 18 个国家科学中心资质被终止，

目前共有国家科学中心 43 个，主要分布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 [1]。国家科学中心主要隶属

于工业与贸易部、联邦科研机构管理署、航天集团

公司、原子能集团公司等政府部门（单位）[2]。

2　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协同创新机制分析

在科研资源发展严重受限、人员流失严重的复

杂背景环境下，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为保持科研创

新能力、开拓科研经费渠道、提升科技资源利用率，

积极推进与国内外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主

体间的科技协同合作，以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2.1　积极加入国家协同创新合作平台建设

为了将产学研各自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

行业创新发展，俄罗斯建立了信息通信技术、航空

航天技术、核与辐射技术等 13 个技术领域的协同

创新合作平台，每个领域确定了 2~4 个主攻研究方

向。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

国立大学、联邦研究型大学等众多科研和教育机构，

以及工商界企业均积极加入合作平台建设，俄罗斯

产学研各界代表通过该平台商讨确定各自领域的合

作发展战略和目标。2016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

第 317 号“实施国家技术倡议”政府令，明确提出

由技术性企业、国家科学中心、顶尖高校、大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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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组成联合项目组，开展技术和产品研发以及市

场开拓活动，发展未来 15~20 年具有广阔前景的新

兴技术市场，同时明确了在该倡议框架下，国家资

助的原则和标准。该倡议进一步加快了国家科学中

心作为国家级平台在协同创新中的核心纽带作用。

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每个平台项目的研究方向、

发展潜力等指标，做出综合评价后，给予不同强度

的配套资金支持，具体通过《2020 年前基础研究联

邦计划》、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等专项计划予以落实。

此外，俄罗斯政府通过充分吸纳社会资本促进协同

创新，如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

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基金、斯科尔科沃基金等。

2.2　积极推进与国内大学的协同合作

大学拥有开展基础研究所需的专业设备和充

满创新活力的科研人员，是开展前沿探索和基础研

究，产生新原理、新方法的重要基地。俄罗斯国家

科学中心通过委托开展科学研究、联合承担科研项

目、共建教学科研联合体、构建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等方式，不断加强与国内大学间的协同创新合作。

俄罗斯物理和动力工程研究院与远东联邦大学

签订了在大学建立实验室和教研室作为科学中心的合

作协议。其中，负责物理动能科学技术研究的就有 9

个实验室和 5 个教研室，此外还建立了科学学院，研

究核物理、高速加压工艺等。全俄航空材料研究院与

莫斯科国立大学在光纤技术、金属纳米复合材料、环

境试验设备等技术领域进行科研合作；还借助彼尔姆

国立技术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优势，组建了用于解

决复合材料制造、生产和使用等问题的试验研究基

地，这类大型系统性合作项目既分担了研究院的科研

压力，又提升了大学的教学水平和综合地位。

另外，各科学中心与大学建立了人才联合培养

机制，科学中心的学生可以去大学进行理论学习，

大学的学生则可以到科学中心参加工程实习，实现

人才培养方面的协同创新。如全俄航空材料研究院

和鲍曼技术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一方面，研究院招

纳高年级学生来单位开展实习。学生在实习过程中

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并结合理论知识，提高综合能

力，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设计。另一方

面，研究院招收优秀研究生参加日常工作，研究生

可以得到每月 7 000 卢布的生活津贴。这一举措扩

大了研究院的人才储备，缓解了科研人员力量不足

的问题，同时促进了科研力量的年轻化，自 2001 年

至 2016 年，该院员工平均年龄从 61 岁降低到 43 岁。

2.3　积极推进与企业的协同合作

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模式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结合研究院已有技术优

势，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智力支撑；与优势

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共同承担基础研究项目；根据

企业发展需求，与企业共同进行新产品研发，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

例如，全俄航空材料研究院为乌拉尔地区卡缅

斯克冶金厂合作制造生产设备，帮助他们完成合金

生产的现代化。冶金厂支付研究院使用费，同时研

究院承诺解决后续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4　积极推进国家科学中心之间的协同合作

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之间充分发挥各自特长优

势，高度重视协同创新，在诸多领域积极寻求科研

合作，以形成创新合力 [3]。国家航空系统科学研究院、

全俄航空材料研究院、航空设备科学研究院、巴拉

诺夫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所、茹科夫斯基中央空气

流体力学研究院、格洛莫夫飞行试验研究院”组成

了“一条龙”的研究、开发和试验研发机构，各科

研机构充分利用自身在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和技术

优势，资源共享、协同合作，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

使俄罗斯在航空发动机等重大项目研发上，始终居

于世界领先水平 [4]。

例如，多个国家科学中心共同参与俄罗斯首台

民用发动机 PD-14 的研发试制过程。全俄航空材料

研究院和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分别为其研发了新

型材料和设备组件，俄罗斯中央流体力学研究院负

责完成了发动机短舱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试验，格洛

莫夫飞行试验研究院则负责主持完成飞行测试。其

中，全俄航空材料研究院为 PD-14 发动机研发了近

20 种新材料，采用添加剂技术开发出前燃烧室涡

流器，使生产周期降为原来的 1/10；中央航空发动

机研究院开发了低噪音风扇、宽叶轮叶片、高压压

缩机和低排放燃烧室等组件，采用空心钛风扇叶片

技术使引擎总重量减轻 30%，将压缩机处理程序

由 SS-90 风扇的 13 步压缩到 8 步，使 PD-14 引擎

比 SS-90 的整体效率提高了 4.5%。

2.5　积极推进国际合作

俄罗斯将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视为国家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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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科技

合作是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俄罗斯国

家科学中心在建设之初就有明确的推进国际科技合

作的职能，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在国际合作

中，围绕其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优势与目标，通过组

织领导或参与大科学项目、开展双边科技合作、重

大研究设施向国际开放等方式实现。

2.5.1　参与国际大科学项目

大科学项目主要是指各个机构按照自身研究

定位和方向，推动以国家科学中心为重要参与者

或领导者的国际科技合作，在有限的科研资源下

集中优势科技力量，发挥基础领域对技术创新和管

理水平的推动作用。该模式对减轻俄罗斯科技人

员外流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参与国际项目上，

俄罗斯有着悠久历史，比如国家航天系统所参与了

国际空间站建设。当前，以库尔恰托夫中心为代表

的国家科学中心，正在参与法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ITER）建设、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建设，以及德国正在建造的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项目（XFEL）, 而且从相关项目投资的比重来

看，俄罗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俄

罗斯也在积极推进国家科学中心牵头的国际大科学

项目的合作，包括托克马克“点火器”、中子反应

堆 ПИ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 ИССИ-4、对

撞机 NICA、激光光场研究中心等。其中托克马克“点

火器”和对撞机 NICA 项目已经与国外合作伙伴达

成协议，各方将平摊研究经费。这些方面显示出俄

罗斯国家科学中心正以大科学项目的合作形式，发

挥各方优势，在资金分担、成果共享、设施共用等

方面形成良好的协同合作机制。

2.5.2　开展双边或多边科技合作

在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中更常见的合作方式

是双边或多边科技合作协定，包括重点机构签订的

双边或多边协议、各方科学家就具体项目达成的双

边或多边合作课题，以及双边或多边的政府间合作

规划，由国家科学中心进行落实。多数俄罗斯国家

科学中心都在开展双边科技合作项目，并通过合作

协议明确了与国外机构的具体合作形式，主要有协

同攻关、定期研讨、人员互派等方式 [5]。如俄罗斯

物理化学所与美国国家实验室，德国企业戴姆勒 -

克莱斯勒，以色列和芬兰的相关研究机构、高校等

均有合作；俄罗斯理论与实验物理所（ITEP）与德

国亥姆霍兹协会、克雷洛夫国家科学中心等 30 多

个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罗蒙诺索夫国家科学

中心与美国、法国、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家也都

有合作协定。

2.5.3　重大研究设施向国际开放

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还将前沿技术领域重大

研究设施向国际开放，供各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

使用。如俄罗斯库尔恰托夫国家科学中心有全世界

领先的、能够研究 3 100 开尔文温度下的核融事故

实验的设施，并具备研究极高浓度浓缩铀和中子对

撞的系列实验条件；克雷洛夫国家科学中心有着全

球领先的海冰实验池，在 2012 年进一步扩建更新。

俄罗斯通过向国际同行开放重大科学研究和实验设

施，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和智力资源，在增加国

家科学中心学术影响力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

家科学中心自身学术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3　启示与建议

（1）发挥创新基地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发挥

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各类科技创新基地的带动和引领作用，牵头组织承担

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联合科研实力雄厚的单位

开展协同攻关，加强创新基地科技成果、设备设施等

科技资源的共享和共用，充分释放创新潜能。

（2）构建协同高效的科研体系。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健全“开放融合、协同高效”的科研体系，推进

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组建

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充分发挥政府的引

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调动各方资

源和力量，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拓展和深化国际

科技合作，共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3）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加强有利于

协同创新的政策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决策协调机制、

考核激励机制、公平竞争机制、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技术转移机制、科技创新考核评价机制等，全面推

进科技管理基础制度建设，打破技术创新链条壁垒，

为推进科技协同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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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summarizes the U.S. big scienc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with 4 characteristics: there is no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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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projects are formed via bottom-up approach and driven by science community; open, transparent and 
detailed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are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paper elabo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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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FC Account as an example, in the hope of sheding lights on the endeavor proposed by China to sponsor big 
sci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the coming years.

Key words: U.S.; Big Science; Mega-Science; large-scale research facility building project


	11-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