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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梳理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在当前的基本态势，指出了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对象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为我国在经贸合作领域开拓新舞台，也可为国际科技合作

带来新机遇和舞台。进一步梳理了当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主要方式和存在的不足，给出了未来

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国际科技创新方面合作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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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现状分析
与展望 

王罗汉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将“创新之路”作为未来“一

带一路”建设的五大方向之一，将科技创新合作提

升到新高度。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

指出，“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

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1] 然而，一方面，沿线多数国

家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对前期基础设

施投资尚有较大缺口，产业升级尚未完成，资金与

技术都亟待国际合作 [2]，高端科研创新尚未成为我

国与多数沿线国家的主要合作内容，美、日、欧、

英等发达国家一直是我国科技合作的重要合作伙

伴 [3]；另一方面，就当前与沿线合作的趋势看，我

国既缺失符合新科技创新合作层面的新思路与新战

略，也缺少为“一带一路”而“量身打造”的科技

创新合作路线图。

事实上，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

不仅有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利

于提高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和科研能力 [4]。因此，

站在国际舞台中央的视角，加快科技创新合作新的

顶层设计，开展有差别的科技分类合作，科学而有

序地提升合作质量，造福沿线人民，迫在眉睫。

1　我国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现状有待调整

　……和优化

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上的共性目标通常有三：一是积极争取科技领

域领导地位，在多个科技领域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

竞争力和话语权；二是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由于各

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不论竞争力还是综合实力都相

差较大，存在极差，因此不同极差国家之间开展科

技合作，能产生较为明显的协作效应 [5]。同时针对

不同国家，采取分类别合作的政策，在资金、要素

流动、人员交流、配套政策和力度上有所区分 , 包

括合作双方的经济收益、资源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

专业技能合理组合产生的生产互补，以及创造社会

资本，比如共同语言和信任文化 [6]；三是开展科技

外交，加强科技与外交协同发展，特别是将科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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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外交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者说重要一环，提升公共价值 [7]。

1.1　我国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良好的合作

　　 基础

经济上，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经

济增速多年来保持良好势头，而且我国也是技术创

新和国际专利大国。根据 2018 年 WIPO 全球创新指

数（GII）排名所做的结论显示，中国的快速崛起对

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起到了示范作用 [8]。其中特别

提到，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创新能力愈加凸显，进步

最大的指数分别体现在全球研发公司、高新技术进

口、出版物质量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方面。而就绝

对值而言，在研发支出以及研究人员、专利和出版

物数量等领域，中国现在位居世界第 1 位或第 2 位，

其数量超过大部分高收入经济体。从衡量技术创新

能力的常用指标——专利数量和高水平论文数量来

看，我国国内外 3 种专利的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①在

2015 年分别达到 2 798 500 件和 1 718 192 件，2016 年

分别为 3 464 824 件和 1 753 763 件，增速分别为

23.81% 和 2.07%，其中发明专利的受理数量分别

达到 1 101 864 件和 1 338 503 件，增速 21.48%；

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 359 316 件和 404 208 件，

增速 12.49%。2015 年，国外三大主要检索工具收

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目分别为 296 847（SCI）、218 

666（EI）和 41 657（CPCI-S）篇，较 2014 年分别

增长了 12.22%、26.46% 和 -26.46%②，位次自 2008 年

以来没有改变，依然保持第 2（SCI）、1（EI）和

2（CPCI-S）位，进一步从学科来看，有 10 个学科

进入 SCI 论文全球学科排名前 10（其中排名前 3 的

分别是化学、药学、地学），9 个学科进入 EI 论

文全球学科排名前 10（其中排名前 3 的分别是土

木建筑、环境、材料科学），9 个学科进入 CPCI-S

论文全球学科排名前 10（其中排名前 3 的分别是

计算技术、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9]。从学科分

布来看，以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主

要分布在化学、生物学、临床医学、物理学、计算

技术和材料科学领域，以中国作为参与方，其他国

家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主要分布在生物

学、临床医学、化学、物理学、基础医学和材料科学。

此外 2001—2015 年 SCI 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

的 10 年滚动被引用影响力（见表 1）和科技进步

贡献率（见表 2）也逐步提升，充分体现了我国所

具备的科研实力，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

依然向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 2018 年

国 际 专 利 合 作 条 约（PCT） 年 度 报 告 认 为， 从

2003 年开始，中国就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在向

该组织申报专利，在 2017 年其总量已超过日本              

（48 208）达到 48 882 件，位居第 2 位。从专利

总量的占比看，排名前 5 的国家（美国、中国、日

本、德国、韩国）占比已高达 PCT 申请量的 77.4%，

因此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中国已然位居第一方阵。

②　

①　数据来源：2017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尽管 CPCI-S 收录的论文数量有较大幅度下滑，但 SCI 和 EI 收录的论文数量呈现较快增长，这两种工具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认可度

也更高，因此从整体发展上看，依然呈现增长态势。

表 1　2001—2015 年 SCI 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 10年滚动被引用情况

数据来源：2017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年份 收录论文数（A） 被引用次数（B） 论文影响因子（B / A）

2001—2010 685 528 3 610 501 5.27

2002—2011 803 463 5 095 534 6.34

2003—2012 935 439 6 147 148 6.57

2004—2013 1 102 007 8 180 753 7.42

2005—2014 1 089 964 8 614 382 7.9

2006—2015 1 599 251 142 499 025 8.91

 ◇ 王罗汉：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 19 —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中，2014 年

中国申请的 PCT 专利中，有国外合作者参与的专

利申请占比约为 7.1%；而在 2018 年 WIPO 全球创

新指数的排名中，中国也是创新指数排名前 20 的

（2018 年排名第 17 位）唯一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2　我国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路径亟待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以市场换技术

“两条腿”走路的科技发展思路，互利双赢是我国

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特征。同时，根据国际科技合

作的一般规律，科技创新发达的国家多为市场经济

发达的欧、美、日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另外，2018 年

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统计后的结论分析也认为，全

球创新鸿沟依然十分明显，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在创

新格局中占得头筹，这些领先者与其他欠发达国家

之间在几乎所有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上都存在很

大差距。因此，我国多年来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

主要对象都是经济高收入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不论规模还是合作强度都远远不

足。如合作论文方面，据 2017 年《中国科技发展

报告》显示，2015 年以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

表的国际论文中，虽涉及的国家共有 148 个，但合

作伙伴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

加拿大、日本和德国 6 个发达国家，其占比已经高

达总数的 77%；以中国作为参与方，其他国家作

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中，涉及的国家有

177 个，但排名前 6 位的国家依然是美国、英国、

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也占到总数的

80% 左右。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14 年

在中国申请的有国外合作参与的 PCT 专利申请

数为 1 911 件，其中与美、日、欧合作的就占到 1 

760 件，占比高达 92.1%。即使在我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合作上，也有相似的集聚效应。如我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从 1986 年成

立到 2014 年的国际科技合作中，与新加坡的合

作最多，达到 4 139 篇，比排名第 2 位的俄罗斯（2 

297 篇）高出 80.2%。但即使排名第 1 的中新论文

篇数也仅相当于中美合作的 9.46%。

上述现状的结果既有科技合作自身的集聚效

应（往往同创新强国集聚和加强合作），同时也

与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强正相关性，另外也与我国

自身经济、科技整体水平长期相对落后有关。在

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上，我国也往往倾向于同高收

入的发达经济体开展合作或专项研究，一方面可

以更好地向“老师”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资金和

先进经验等创新要素，加快我国自身科技发展水

平和参与国际化合作的能力提升，另一方面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不

高，科技竞争力也不强，加之地区文化差异巨大，

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间的经济合作与科技交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的成立标志着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必将成为

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一级。因此，根据以往

经验判断，经济合作方向的重大调整，势必会促

进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进行新的调整。

1.3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就是“共商、共建、

共赢”，明确了“创新合作”的内涵，也在不同时

期、不同层面的政策和实践中强化了该宗旨和内涵，

从而不断为我国开拓国际多边合作，科技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搭建新的更好更高的平台（见表 3）。

从文件的出台时间、部门、内容和影响的国家

来看，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呈现阶

段推进不断深化的。首先是成立了 4 个服务沿线国

家的“资金池”，直到 2015 年，商贸流通的具体

合作纲领才正式形成，进而是科技领域的合作和技

术合作，包括政府间、企业、高校的合作与深化。

再进一步到 2017 年，则更具体到各个行业部门的

年份 贡献率（%）

2005—2010 50.9

2006—2011 51.7

2007—2012 52.2

2008—2013 53.1

2009—2014 54.2

2010—2015 55.3

2011—2016 56.4

表 2　2005—2016 年每 5年滚动科技进步贡献率

数据来源：2017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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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科技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index.htm，具体内容作者自行整理。

出台政策年份 实施国家、地区或部门 政策领域、措施（经贸 / 科技） 辐射国家

2010 中国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经贸） 部分沿线

2013 中国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贸） 包含沿线

2014 中国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经贸） 部分沿线

2014 中国 成立丝路基金（经贸） 沿线

2015 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
行动》（经贸）

沿线

科技部、外交部、云南省 第一届中国 - 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科技） 南亚沿线

2016 中国 + 中东欧 16+1 金融控股公司（经贸）
《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经贸）

中东欧沿线

2013 中科院 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科技） 包含沿线

2016 中科院 “一带一路”国际技术合作行动计划（科技） 沿线

2016 科技部、外交部、云南省 第二届中国 - 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科技） 南亚沿线

2016 科技部、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科技） 沿线

2016 科技部、外交部 《2016 年 G20 创新行动计划》（科技） 部分沿线

2017 国际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经贸、科技） 沿线

2017 环保部、发改委、外交部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科技、经贸） 沿线

2017 气象局 《气象“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7—2025 年）》（科技） 沿线

2017 中国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经贸） 包含沿线

2017 发改委、海洋局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经贸、科技） 沿线

2017 发改委、海洋局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经贸、科技） 东亚、东南亚
沿线

2018 八部委联合 《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经贸）

东亚、东南亚
沿线

2018 工信部 《关于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实施意见》（经贸、科技）

沿线

更加具体的深化。而此时我们可以发现，涉及的政

策措施基本都涉及经贸与科技，最后的 2018 年则

是出台了行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因此，我们与沿

线国家的合作是逐步推进、全面合作的新型国际合

作路线，也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指出了方向，即不能把我国与

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再照搬过去传统的我国与发

达国家间的科技创新合作，一是合作的基础不成立，

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还远不

及我国，不是“南北”合作，而是“南南”合作；

二是这种“南南”合作也是新型的，不是传统的“穷

帮穷，抱团取暖”，而是合作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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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多样，合作领域丰富，合作深度与广度建

立在共同商议的基础上，合作各国平等互商。

2　与沿线重点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主要方

　……式与启示

一国科技创新活动的繁荣需要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基础和支撑，同时国际合作也是衡量国家间政

治关系好坏的重要方面。因此，研究沿线东道国需

要综合考虑东道国在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方

面的诸多制约因素，根据我国与“一带一路”的发

展趋势和合作路径，资料搜集的可行性，合理、科

学地选取研究国家。

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东亚

12 个，西亚 18 个，南亚 8 个，中亚 5 个，独联体

7 个）国家中，除少数几个满足科技合作的传统国

家如俄罗斯、印度、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外，

大多数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合作的主要

领域或说方式还是经贸与基建产能等方面，科技合

作的意愿和基础还十分薄弱。加之沿线国家语言和

网站信息搜集困难，故而综合多方因素，做了进一

步取舍①。通过对沿线重点国家近年来出台的本国

科技发展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方式和与中国科

技合作与交流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2.1　一国的创新发展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良好

　　 的外部政治生态是争取国际交流的重要保障

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不是短期的“投入 - 产出”

工程项目，科学的探索与发现需要长期的摸索与积

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关键核心团队的长期

投入与攻关，除了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项目可以自

发地牵引企业投入外，大科学装置的投入、科技创

新人才的培养、优秀人才的引进，都需要大量而长

期的经费投入，同时还可能面临较高的探索研发风

险，因此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突出

表现。

通过国别梳理发现，国家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

广度与深度不仅仅是靠本国的经济实力实现的，它

既是国际各种合作组织政治认可与接纳的结果，也

是一国国际政治外交的综合反映，跨国科技合作的

背后是科技外交的表现。

2.2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对

　　 象依然是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同沿线各国科

　　 技合作的潜力巨大

科技的发展与合作在很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

路径依赖或者说发展惯性，在没有出现诸如蒸汽机

等代表的重大产业科技革命或者发生重大颠覆性事

件（如世界大战等）之前，科技创新的龙头和引领

科技发展的中心的演变较为缓慢，科技中心发生转

移也多从某个领域或产业逐步向外拓展，其拓展的

方向和路径需要对科技人才和前沿技术具有足够大

的吸引，并需一以贯之地长久维持这种态势，比如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当然这其中不乏战争破坏因素

和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但科技合作的基本方向

各国都是一致的，都希望依靠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来

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国也不例外。

因此要想在短期彻底改变中国与沿线国家间

的科技合作现状是不现实也不符合科技合作规律

的，对我国参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的基本判断也

不能出现根本性的偏差，不能寄希望于依托“一带

一路”平台，“另起炉灶”式地构建一个全新的有

别于传统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新阵营；也不能寄希

望于依托该平台把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科技合作提升

到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程度。以上两种认识既有违

科技合作的基本常识，也有悖于我国深化同沿线国

家科技合作的根本宗旨。

2.3　有必要构建一条有别于传统“南北”合作和“南

　　 南”合作模式的中国特色“一带一路”科技

　　 合作新路

当前世界的科技中心依然在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在中美贸易战、美日欧对华科技联合打

压的新形势下，依靠完全自主研发模式的“两弹一

星”道路，在短期内无法吻合我国对创建科技创新

强国的时间表，我国需要开拓思路广交朋友。一方

面，我国的经济与科技整体实力在沿线国家有压倒

性优势，整体创新实力（2018 年）也位居全球第

17 位，是唯一进入前 20 位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也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开拓我国同沿线

国家科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就必须依托自身雄厚

的经济实力与研发能力，将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标

①　本文梳理了 12 个国家的经贸合作与基建产能情况，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全部详细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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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中国技术一道向沿线输出，在贯彻“一带一路”

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基础上，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货币共同体、技术标准共同体、创新发展共同体，

进而走向全面的命运共同体。

3　当前与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不足之处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一直扮演着

向发达国家求教的学生角色和思维，在合作方式上

以技术受让和技术转移为主，通过以市场换技术、

代工出口赚加工费等产业链低端切入来参与国际化

分工。近来，我国以共同参加国际科技创新项目、

共同发表论文、企业合资获取专利、引进学科前沿

领军人物等方式逐步提升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并

总结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二次创新—组合创

新—全面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在一些产业领域

取得了技术和经济上的双重进步。

然而，当前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在参与全球

化和科技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年来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后，我们在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时

认识还停留在旧有的“学生思维”上。

一是在认识“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上，依然

寄希望于获得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与参

与。而在目前中美贸易战、美日欧联合封杀中国高

技术企业的大背景下，这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是在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方式和统计路径上，

依然以同发达国家科技合作的指标要素为蓝本。多

从联合发表论文数量，国外三大主要检索工具（SCI、

EI、CPCI-S）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量，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发布的 PCT 专利申请有效量等来

考核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合作程度与强度，并将其

跟该国与发达国家或是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程

度进行简单对比。而以上指标本身就是由发达国家

设计和考核的，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只有

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衡量合作好坏的标准。

众所周知，科技研发中心与创新中心依然处于

并还将长期处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世界科

技合作的重心依然会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基本态势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大的变革。因此，将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水平和路径简单地与传

统的“南北”合作相类比是荒谬的，不符合科技合

作规律和“一带一路”合作的根本宗旨。

三是在同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上，尽管出台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等纲领性政策，但在推进合作的思路上依然存在旧

有的合作“思维惯性”。比如深化人文交流、加强

平台、支撑重大工程共建联合实验室（中心）、实

现资源互利互通、共建特色园区等传统模式。这些

政策工具尽管对于提升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科技合作

无疑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针对“一带一路”的合作

宗旨量身打造和设计的。换言之“新瓶装旧酒”，

以上的种种科技合作政策工具早在“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之前，就已被各国广泛使用。

4　未来我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思路与建议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需要更高层面的科

学规划与战略布局。针对我国在对外合作特别是科

技合作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内外有关经

验和我国实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抓紧制定“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路。立

足“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和内涵，在充分借鉴国

际科技合作一般规律和我国依托该平台开展科技合

作的宗旨的基础上，着手开展科学谋划和系统布局，

既要有别于传统的“南北合作”模式又要有别于旧

有的“南南合作”模式。将沿线国家分类研究分类

施策，制定一条跟我国与沿线各国在经济、科技、

社会发展水平级差相符的新路。建议结合《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和目标，将“一带

一路”平台的作用纳入创建国家创新体系中，在开

拓国际科技新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我国自身创

新实力和科研能力，不断优化我国参与国际科技创

新的生态环境。

二是加快完成我国先进技术标准的规范与统

一，及早将我国优质产业技术和实力雄厚的科创

企业向沿线国家拓展。对重大专线国际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面向产业化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项

目，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对新技术的标准与统一

要及时跟进，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有计划、分步骤

地开展知识产权的安全分析，科学合理地向沿线国

家输出和转移，不断完善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流程。

三是加快培育和认定一批面向沿线国家的科

技项目服务机构和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除

 ◇ 王罗汉：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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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校间加强人员交往外，要更好地为沿线的科技

合作服务培养后备专业人才。鼓励国内学者与沿线

国家科研机构和学者的科研合作，针对沿线国家的

生物多样性、环境复杂性开展相应的农作物生产、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合作研究，在各类科研立项上，

适当提高“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问题”的立

项比例，以提升运用国内科研力量开展国外问题研

究的覆盖面与力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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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pect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NG Luo-h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basic situa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points out the serious problems that are still existing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not only open up a new stag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ut also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age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e paper also sorts out the main methods and existing deficiencies of China's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gives a new idea for the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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