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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 年，中国和欧盟建立了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通过多种合作模式在多个领域联

合资助科研项目。本文定义了现有的联合资助模式，分析了各模式下管理机制的优势与不足，从机制

的设计实施、主题选择、资助项目类型、资金支持和宣传推广几方面提出了下一步继续推进中欧科研

创新联合资助机制实施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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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互为重要的科技创新合作伙伴。

1998 年 12 月，中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科学技术合作协

定》，欧盟框架计划正式对华开放。协定签署20年来，

双方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 [1]，双方

在空间 [2, 3]、能源 [4]、环境 [5]、资源 [6]、城市发展 [7]、

农业 [8, 9]、生物技术 [10, 11] 以及中医药 [12] 等领域开

展了深入合作。截至第七框架计划时期，中方参与

欧盟系列框架计划的程度呈持续上升趋势。2010 年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监测报告指出，截至 2009 年，

中国参与第七框架计划的人数和获得的资金，分别

排所有非欧盟国家的第 3 和第 4 位 [13]。自 2013 年

欧盟新一期框架计划——“地平线 2020”起，欧

盟不再自动资助中方机构参与欧盟框架计划 [14]。

2015 年 6 月，中欧双方于第 17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期间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建立联合资助机制 [15]，

该机制旨在促进双 / 多方科技合作、充分整合和利

用全球资源、解决共有问题。同年 10 月，中国 - 欧

盟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由中国科技部和欧盟研究

与创新总司正式启动 [16]。中方依托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欧方依托

“地平线 2020”计划，共同对中欧联合研究项目

进行资助。双方每年的投入额度分别为欧方 1 亿欧

元和中方 2 亿元人民币（约 3 000 万欧元）。2017 年

3 月，在第 13 次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上 [17]，

中欧双方同意在相互开放和互利互惠基础上，推

进更加密切的合作，并正式启动联合资助旗舰计

划 [18]。截至 2018 年，主要有科技部、工信部、水

利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中欧科研创新项

目开展了联合资助。

欧盟系列框架计划作为世界范围内资金量最

大、覆盖领域最广的研究计划，始终受到研究和管

理人员的高度关注。多位学者在中国参与欧盟框架

计划的情况、欧盟与第三国设立联合资助机制、中

欧在特定领域的合作特点等方面开展了研究。秦涛

等 [19] 研究发现，中方研究人员踊跃地参与欧盟框

架计划，并积极与欧盟各成员国开展科技合作，但

存在对框架计划申请程序、方法和技巧不够了解，

获得的资助少等问题。江舒桦 [20] 研究了欧盟与多

个不受欧盟资助的国家设立的共同资助机制，并分

析了各机制的特点。刘文博等 [9] 分析了“地平线

2020”计划框架下，中欧双方在农业科技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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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与挑战。王文平等 [22] 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

析了中国政府资助中欧科技合作的特征。截至目前，

现有对中欧科技合作进行研究的文献中，基本上未

涉及中欧联合资助机制的相关内容。本文从当前中

欧政府间合作主要方式、需求和趋势出发，分析了

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模式，梳理了现有各类

资助和管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从管理机制的设计

和实施、主题选择、项目类型、资金支持和宣传推

广几方面提出了持续推进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的

政策建议。

1　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的实施模式

在中欧科技创新合作的框架下，科技部、工信

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与相关欧盟总司

设立了联合资助机制旗舰计划。其中科技部牵头环

境和可持续城镇化，地面交通和食品、农业与生物

技术等领域，工信部牵头民用航空领域，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环境生物技术领域的联合资助

机制。

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目前主要有以下

3 种模式：第一，由部委牵头，委托专业领域机构

开展具体管理工作的“部委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

模式。例如中欧食品、农业与生物技术类项目，

由科技部和欧盟农业总司牵头，中国农业科学院

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第二，由中方两个部委

联合协调和牵头，委托领域机构开展具体工作的

“多部委联合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模式。例如

中欧民用航空类项目，由科技部协调，工信部和

欧盟科研和创新总司牵头，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

具体管理工作。第三，由部委独立牵头和管理的“部

委牵头 + 管理”的模式。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与欧盟研究与创新总司设立基础研究共

同资助机制，在环境生物技术领域联合资助旗舰

项目。

3 种联合资助机制采取了 3 类不同的资助模式。

常规实施流程为，先征集形成开展联合资助的优先

主题清单，然后由中欧双方管理层商定主题并分别

发布指南，最后开展项目评审和立项工作。由于管

理主体和所处领域的特殊性，3 种模式在优先资助

主题的确定和项目立项评审方式上各有不同，以下

梳理了不同资助模式的实施特点。

1.1　“部委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模式

由科技部和欧盟农业总司牵头，中国农业科学

院负责管理的食品、农业与生物技术领域的联合资

助机制采用了“部委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模式。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面向多个研究机构自下而上

征集主题，以确保所选主题符合行业需求。经中方

组织专家筛选和与欧方协商两个步骤，确定联合资

助主题。2018—2020 年度，中方从上报的建议书

中筛选确定了 10 个主题，经与欧方协商，最终确

定 4 个联合资助主题。之后，中欧双方分别发布指

南并组织评审。按照评审规则，中方项目需等欧方

确定立项后方可立项，欧方项目评审结果目前暂不

受中方影响。此种资助模式的优势在于，双方确定

的联合资助主题，既符合双方政府优先资助领域，

又与行业需求及合作基础密切相关。该机制实施流

程如图 1 所示。

1.2　“多部委联合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模式

由科技部协调，工信部和欧盟科研和创新总司

牵头，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管理的民用航空类领域

联合资助采用“多部委联合牵头 + 领域机构管理”

模式，该模式依托科学家交流平台开展项目征集。

平台通过定期召开研讨会为中欧管理人员、科学家、

企业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依托该平台，管理人员介

绍各自政府的国际科技合作资助战略与政策（自上

而下），科研人员从对合作战略政策的理解出发，

基于对领域内科技问题的研讨，提出双方认可的建

议合作领域和方向（自下而上）。会议形成的联合

资助主题建议清单，将分别提交至中欧双方政府部

门。部门经协商后最终确定联合资助主题和指南内

容，然后双方分别发布指南，分别开展项目评审。

中方项目同样需通过欧方评审后方可立项。此种模

式的优势在于，管理层与研究层沟通密切，所选主

题既符合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又密切结合行业科技

创新需求。针对双方政府优先资助领域不同导致我

方需求项目无法落地的问题，工信部正在探讨相应

机制，由中方政府单方面资助仅通过中方评审、未

通过欧方评审的项目。

1.3　“部委牵头 + 管理”模式

由科技部牵头和管理的环境和可持续城镇化、

地面交通，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牵头和管理的

环境生物技术类项目采用了此种模式。合作双方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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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联合资助主题

中方 欧方

各农口部门上报
合作建议书

筛选形成中方
清单，报科技部

组织专家
形成欧方
合作清单

双方共同讨论

经研讨会确定
联合资助主题

指南发布

中方
一年发布
2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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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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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审查

项目
评审

中欧双方
均通过 立项

无项目

    欧方立项，
无中方

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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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通过
欧方不通过

中方不通过
欧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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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通
过欧洲
评审，
是中方
资质审
查的重
要依据

通过

项目
评审

欧方

通过

图 1 “部委牵头 +领域机构管理”模式实施流程

部委首先通过单方小规模研讨会确定各自的优先资

助主题，之后经双方管理层协商确定领域下联合资

助主题。此模式实施中主要听取专家意见，没有领

域内研究机构参与具体实施。目前，环境生物技术

领域的联合资助机制在此模式下实现了项目联合评

审。评审阶段，中欧双方专家在欧盟总部联合评审

项目，欧方专家审核英文项目建议书，中方专家平

行评审中文和英文建议书，专家组共同形成联合资

助项目的评审结果。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大幅提升

了联合资助的执行效率。

3 种资助模式实施机制特点对比如表 1 所示。

2　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存在的问题

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实施过程中，各资

助模式均面临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优先合作领域的确定和布局上，中欧

双方的关注重点存在差异，影响了中方合作战略的

落实。中方希望推动各领域与欧方开展全面合作。

欧方出于自身考虑和对华市场的需求，更多关注社

会发展领域的合作，双方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合

作内容上较难达成一致。联合资助机制实施之前，

中欧科技合作一直由欧方单独资助，使得中方机构

在框架计划项目和“地平线 2020”计划项目合作

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中方的需求和优先研发领域

对欧方影响有限。联合资助机制实施以来，尽管双

方已经实现了共同资助，上述历史原因仍给中方优

先领域的谈判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在机制管理中，目前 3 种资助模式均缺

少一个总体协调组来协助管理层开展工作。管理层

（部委）在确定优先资助主题过程中，需要与科研

机构甚至科研人员直接对接，反复协商优先资助领

域和主题，管理成本高；管理部门自下而上开展主

题筛选，也存在内容分散、耗时长、主题中选率低

等问题，效率亟待提升。

第三，双方指南发布和项目评审时间的错位影

响了项目的合作实施。“地平线 2020”计划提前

2~3 年发布指南，项目滚动立项。中方政府间国际

合作重点专项按照重点研发计划管理要求，每年发

布 1~2 次指南。双方在指南发布时间上难以协调同

步，项目评审时间和周期也存在较大差异。上述两

点造成中欧联合资助项目实施周期不完全对应，不

仅影响合作项目实施进度，还可能会影响中方项目

负责人申报其他类型的项目。

第四，联合资助只面向自然科学领域，忽视对

软科学研究的支持。目前，中欧联合资助项目均集

中在对研发项目的支持上，缺乏对科技政策研究、

领域战略研究、国际合作网络构建等软科学项目的

资助。

 ◇南　方，杨　云，李　力：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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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中方参与单位获得的资助与其任务

特点和工作量存在不匹配现象。以联合资助机制下

科技部政府间合作重点专项项目资助额度为例，已

立项项目的资助金额大约为 500 万元人民币，不考

虑中方参与单位的数量；而欧方地平线计划项目的

资助额度，与项目参与机构数量成正比。因此，联

合资助机制下中方资金支持机制和额度，未充分体

现研发机构任务和工作量的特点。

第六，联合资助机制的宣传和推广有待加强。

研究显示，中方研发单位对我国政府开始依托联合

资助机制，对中欧科研创新合作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的知晓度较低，对联合申报渠道和项目支持模式缺

乏了解。很多中方项目负责人是通过外方合作单位

才了解到中方开始设立资助渠道的。

3　…对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的政策建议

（1）中欧双方应基于联合资助的特点，共同

确定优先资助重点。在领域选择上，中欧双方应加

强先期沟通，在指南制定上，鼓励中方专家参与欧

盟计划的指南制定工作，从指南制定层面嵌入中方

理念和需求，使项目在战略方向和具体科研工作上

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针对下一框架计

划——“地平线欧洲”，更应提前布局和准备中欧

合作的领域。在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对于中方具有

一定优势的合作领域，应鼓励中方单位在项目中发

挥核心作用。

（2）提前布局和发布项目指南，推动联合评

审，建立国际专家库。建议借鉴欧方多年度工作机

制，提前 2~3 年系统设计联合资助计划的阶段和年

度实施方案、指南、优先资助主题，确保我方谈判

主动性。在指南发布时间方面，一定程度上增加其

灵活性。在相对固定指南发布时间的基础上，适当

增加合作计划项目指南发布的次数，提高双方合作

效率。在立项评审方面，可借鉴国家自然基金委员

会生物技术领域评审的方法 [23]，组织中欧双方联

合评审。聘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评审，并通过联合评

审机制，建立外国专家库，获得其他国家各领域机

构和专家的信息，在联合评审中增加我方话语权。

（3）发挥牵头部委、总体协调组、领域研发

机构的各自优势，确保联合资助机制顶层设计有效

表 1　各资助模式管理特点对比表

模式
总体

协调组
牵头部委 领域机构 主题确定

指南
发布

立项
评审

优点 缺点

部委牵头 +
领域机构

管理

无 科技部     有，
农科院

机构汇总 分别
发布

分别
评审

1. 有领域机构开展具
　体工作；
2. 主题既符合国家战
　略政策导向 , 又密
　切结合行业需求。

1. 缺少总协调组，
　管理成本高；
2. 主题选定用时
　较长、项目质
　量有待提高；
3. 指南发布时间
　差大。

多部委联
合牵头 +
领域机构

管理

无 科技部和
工信部

    有，
中国航
空研究

院

科学家
交流平台

汇总

分别
发布

分别
评审

1. 有领域机构开展具
　体工作；
2. 主题既符合国家战
　略政策导向，又密
　切结合行业需求。

1. 缺少总协调组，
　管理成本高；
2. 评审时双方均
　关注自身需求。

部委牵头 +
管理

无    科技部；
国家自然

基金委

无 单方小规
模研讨会

分别
发布

联合
评审

1. 联合评审，较大提
　升了效率。

1. 缺少总协调组
　和领域机构，管
　理成本高；
2. 选择主题过程
　中与研究层沟
　通较少；
3. 联合评审成本
　较高，对专家
　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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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现阶段的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资助模

式存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安排的问题。建议相关

部委相互吸取各自优势，加强中欧联合资助项目管

理机制的顶层设计，设立由部委牵头、总体协调组

统筹、领域机构具体实施、“自上而下”政策引导

和“自下而上”科研需求相结合的主题选择模式。

统筹管理各模式下的联合资助计划，杜绝优先领域

缺失、重复立项、征集流程低效等问题，提升管理

效率。

（4）根据合作项目任务特点和工作量，确定

项目资助强度。建议设立更能反映中方机构参与程

度的资金支持机制，根据任务特点和研究强度，设

计相应的立项评审基线和标准，给予不同比例的国

拨经费资助。如参考“地平线 2020”计划，对研

究和创新活动、协调与支持活动、欧洲研究理事会

和玛丽·居里行动计划下的基础研究和人才类项目

等，实施全额资助；对有企业参与的创新活动，仅

资助部分项目经费，以调动企业投入和参与的积极

性。对中小型企业创新计划类项目，则根据初创企

业所处的阶段（开展可行性研究、设计商业计划、

获取商业投资等），采取一次性定额拨款或贷款的

方式给予资助。在项目立项评审时，建议要求经牵

头单位与参与单位协商，在申报书中明确各单位在

项目中发挥的作用，根据实际作用更高效地分配对

不同参与单位的项目资金资助额度。

（5）增设软科学类项目，满足科研管理需求，

有效支撑中欧创新战略设计与管理合作。现阶段绝

大部分联合资助项目都仅资助自然科学研究类项

目，缺少对软科学研究领域（如科学家交流平台、

合作前沿领域研究、前评估等）的项目资助 [24, 25]。

建议中方参考“地平线 2020”计划，在联合资助

机制下增设软科学资助领域，以促进对政策制定、

科技创新现状和前景分析等方面的软科学研究，有

效支撑科技创新管理需求、中欧创新对话等战略合

作对接，并为未来中欧合作做好前期准备和研究工

作。

（6）加强中欧科研创新旗舰项目的宣传和推

广工作，吸引更多高水平科研机构参与联合研发。

中欧科研创新项目多包含多个国别的不同团队。联

合项目从组织团队、申报项目、填写预算、参与评审，

到日常的交流与沟通，都比实施单国甚至双边项目

复杂。建议加大对中欧科研创新旗舰项目的宣传力

度，通过培训会、宣讲会、项目申报和管理操作指

引、项目成果交流等方式，将中方计划管理政策措

施、项目的申报评审规则等传达给中方研发人员。

使中方产学研机构能更加了解和有效利用联合资助

机制，进一步推动开展以我国为主的合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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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EU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funding Mechanism Management Model

NAN Fang1, YANG Yun1, LI Li2 

(1.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of MOST, Beijing　100081;
2. Suzhou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AS, Suzhou, Jiangsu　215163)

Abstract:  In 2015,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stablished the ST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funding mechanism, and jointly funded and STI research projects in various fields through different co-
funding model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existing co-funding model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management features of these models. It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China-EU STI co-
funding mechanism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rocedure, selection 
of co-funding topics, types of projects, distribution of funds, and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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