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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创新全球化逐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对深化全球创新治理提出了迫切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应顺应创新全球化趋势，加强全球创新治理，形成与二十国集团创新治理相协调的

“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平台和机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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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应把

握创新全球化发展趋势，加强全球创新治理，为发

挥科技创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　创新全球化趋势迫切要求加强全球创新

　   治理

1.1　创新全球化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自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呈现了

两方面的变化：

（1）两极分化加剧、逆全球化态势明显

传统全球化逐步走向边界，并呈现一定的“逆

全球化”态势。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全球政治、经济等呈

现出一定的逆全球化特征。近年来，贸易、投资

的全球化步伐逐步趋缓，全球贸易增速在 2012—

2015 年连续四年低于 3%，与全球 GDP 增速基本

持平 [1]；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平均增速

在 2012—2015 年仅为 5%。全球贸易保护措施不

断增多，2015 年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

2014 年增长了 50%。另外，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

长速度的下降，两极分化加剧，在一些国家民众中

反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一些国家政府采取

逆全球化的措施。显然，传统上基于世界贸易组织

多边合作框架所推动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一体

化逐步走向深入，并接近一定时期的全球化边界。

（2）全球化的方式、领域、形态发生了较大

的改变

创新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推动全球化进入新

阶段。从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关

键在于全球化的方式、领域、形态发生了较大的改

变。创新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各国创新生态联系日益

紧密，创新资源和要素在全球流动和配置，优势创

新资源能够迅速集聚，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创新多极化趋

势日益明显，创新要素成为各国角逐和争夺的战略

性资源，并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议题争论的焦点，

比如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近年来，

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规模持续快速增加。2015 年，

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了 13%，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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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迅猛，达到 30% 以上。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科技

成果跨国流动速度加快，2015 年，世界知识产权使

用费比 2008 年增加了 35.3%[2]。全球技术移民快速

增长，留学生成为全球技术移民的储备。

1.2　创新全球化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创新治理

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突出，

随着创新全球化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加强全球创

新协同、推动全球创新治理格局的形成。全球创

新治理格局的形成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创新本质的开放，势必带来治理的问题

创新的本质是开放的，必然会产生治理的问

题。创新的开放性决定了创新活动会跨越国家和

地区的边界，围绕着创新要素的配置、创新资源

作用的发挥等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体制机制等的治

理和规制，这是开展创新全球化治理的主要原因。

（2）全球创新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近 年 来， 全 球 研 发 重 心 呈 现 东 移 的 趋 势，

2009—2011 年， 亚 洲 研 发 支 出 占 全 球 比 重 从

33.6% 上升到 35.5%，改变了传统的美洲在全球研

发支出独大的局面。2015 年，美国用于研发的投

资占全球的 28%，依旧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紧随

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

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用于研发的投资

正在迅速增加 [3]。2016 年，亚洲企业申请的专利

数量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 47.4%，几乎达到欧洲

（25.6%）和北美（25.3%）的份额之和 [4]。

更引人关注的是，全球创新创业日趋活跃，

在研发中心之外的世界可能产生更多的创新中心。

（3）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经济持续增

长的共同选择。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为

实现新一轮增长，积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结构性改革 [5]。各国对高端人才和科技成果等创

新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而在创新全球化的条件

下，世界经济增长最终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协同发

展，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创新要素流动和发挥作用，

促进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共同形成引领经济增

长的新动力。

因此，全球创新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

视，其目的就是为推动全球创新以及发挥创新在驱

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构建符合创新

本质规律和特征的开放、包容的世界创新治理新格

局，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创新本身是经济活动，

创新治理的范围包含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化应用的各

个环节，是围绕科技创新及其应用的一系列国际规

则和制度安排。

2　推动“一带一路”创新治理的进展与问题

2.1　推动“一带一路”创新治理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共建“一

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

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

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

经济合作架构 [6]。推进“一带一路”全球创新治理，

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科技创新可以发挥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发挥基础

支撑和引领作用。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工程、解

决共同面临的挑战等都需要科技创新支撑保障，科

技创新成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的关键支撑。

（2）科技创新是国家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桥梁

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更容易得到各

个国家的认可，对于促进人文交流、改善国际形象

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国家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桥梁，

因而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先导作用。

（3）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我国与许多沿线国家发展阶段类似，发展需求

和条件有共同之处，容易就发展路径的选择达成共

识。我国积累的大量先进适用技术和科技人才，能

够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发展经验。

（4）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是全球创新治理的关

键

推进“一带一路”全球创新治理是把握新一轮

全球化趋势、构建新型治理框架体系的关键。从国

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

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科技创新推动世界经济成为一

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

际共识。世界经济和创新格局的深度调整，需要我

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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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

切需要加强全球创新合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施构建良好外部环境。

2.2　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全球创新治理上取

　　 得的成效

“一带一路”倡议发布后，我国对于加强“一

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十分重视。科技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 2016 年 9 月联合发

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提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建设“一

带一路”创新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围绕加强沿线国

家科技创新合作、发挥科技创新对于“一带一路”

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进行系统设计。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科技

创新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我国与大多数沿线国

家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关系，已

与世界上 156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签署了 110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 200 多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组织。通过政府推动引导和民间

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已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际科

技合作网络 [7]。其中，我国与近 50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先后启动了

面向沿线国家的一系列科技伙伴计划，包括中国 -

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中国 - 南亚科技伙伴计划、中

国 - 阿拉伯国家科技伙伴计划等。

在科技人文交流方面，我国已资助 300 余名发

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中长期研究，为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并在沿

线国家广泛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在推动技术转移方面，建设了面向东盟、中亚、

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及双

边创新合作中心等，中国 - 东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成员达到 2 000 余家 [8]。

在共建联合实验室方面，与多个国家达成了

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计划及协议，建设了

130 余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22 个国际合作

联合实验室。

在科技园区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突破，蒙古、

泰国、南非、伊朗、埃及等沿线国家相继提出合作

建设科技园区的愿望，科技园区已成为我国高技术

产业发展的一张国际“名片”。

2.3　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创新治理方面存在

　　 的不足

尽管已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一

带一路”的全球创新治理还处于起步之中，存在着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新治理的框架和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2016 年 11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科技

创新部长会议，是落实 G20 杭州峰会成果、共同

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会议，也是推动全球

创新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从“一带一路”建设

来看，涉及国家众多，对于我国国际合作来说意义

重大，但是其仍然没有形成推进创新治理的定期多

边沟通、对话机制和平台。我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创

新对话和交流机制较多，而多边创新对话和交流机

制较为缺乏，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对创

新治理的顶层设计不足，因此，创新治理的框架和

合作机制仍未形成。

（2）“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本身面临严

峻挑战

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有待深化，产业发

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薄弱，国际知名品牌较少，

科技人才仍显不足，在国际合作中对科技创新的地

位和作用重视还不够。沿线国家情况复杂，很多国

家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意识不足，更关注短期

的经济目标，对开展科技创新合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沿线国家科技环境不完善、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数

据缺乏，加大了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难度，

因此，在“一带一路”创新治理方面还面临着诸多

挑战。

（3）科技创新合作的配备尚不完善，体制还

未健全

从我国本身来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科技基础

和科技需求的了解仍然不够，科技创新合作的资金、

力量配备等方面都存在不足。政府各部门、地方和

企业等缺乏合作统筹，尚未形成合力和完善的体制

机制。

正是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开展“一带一路”全

球创新治理更为必要。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效

显著，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我

国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得到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

·一带一路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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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发挥科技影响力，既要关注赶超，从科

技发达的国家吸收和借鉴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也

要关注外溢效应，发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

引领和带动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共同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3　深化“一带一路”全球创新治理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

幕式上指出，“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

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在杭州峰会上达成重要共识，要以创新为重要

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对于“一

带一路”建设来说，也应围绕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难题，抓住科技创新这个解决世界经济增长难题

的药方，积极推进创新共同体建设，把全球创新治

理引向深入。

（1）转变观念，加强创新治理

我们应该进一步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加强创

新治理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加强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由重视经济、贸易合作转为同时重视科技创新

合作，“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也由原来的

更多重视科技合作，向创新开放与合作进行拓展。

加强创新治理，急需在全球创新治理中定好位，以

全球视野来谋划创新，推动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中。

（2）实现构建创新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构建“一带一路”常态化的创新对话和沟通机

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相关国家共同

发起创新治理平台，与二十国集团以发达国家为主

的创新治理相区别，形成以发展中国家创新合作为

主要特点的“一带一路”创新治理格局，由主要国

家共同参与、发起，共同实现构建创新共同体的战

略目标。

（3）强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科技需求的对接

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和发展需求的把

握，强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科技需求的对接。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

各个国家都不能延续以前的增长道路，应充分发挥

高新技术的引领作用，基于各个国家科技创新发展

的特点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带动发展中

国家实现跨越发展。

（4）加强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从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入手，构建人员交流平

台，加强科技创新政策交流，增强科技影响力，推

动要素流动和集聚，建立互信。构建良好的科技创

新合作环境，推动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数据等科技

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科技特色园区，通过人才流

动、金融资本全球化等推动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

加强技术转移，打造新产业、新业态。面对共同挑

战，加强研究开发合作，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加

强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5）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新合作的内容

除了加强传统的合作研究、人员交流、人才培

养以及实施应对共同挑战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之外，更要围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共同目

标，形成能够改善环境、促进产业培育、促进创新

要素流动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包括

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重要议题中加强与科技创新

内容的衔接，提升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的便利性，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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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vocates to actively propose and lead 
to organize international mega-science and mega-engineering project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joint research 
on Belt & Road disaster alleviation embodie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strong realistic demand. It advocates to 
initiat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me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lleviation, and then elaborates on its key 
tasks and proposes to set up China-Pak Earth Science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aster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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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Ahead with the Innovation Govern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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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new round 
globaliza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deepen the glob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form 
the layou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with G20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suppor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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