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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切实加强中国与马尔代夫科技创新合作，本文介绍了马尔代夫科技发展概况，马尔代夫国际

科技合作概况以及与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情况，进一步梳理中国与马尔代夫科技合作方式及重点领

域，研究分析了加强双方优势特色科创合作需求，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马尔代夫科技合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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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尔代夫科技发展概况

1.1　基本情况

马尔代夫地处南亚，是印度洋岛国，旅游、

船运、渔业是马尔代夫的经济支柱。马尔代夫陆地

面积 298 平方公里，领海面积 9 万平方公里，人口

35 万，均为马尔代夫族。马尔代夫本土的科学技

术资源相对匮乏，只能通过寻求对外合作来满足自

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马尔代夫科研投入的重点方向有三。一是互联

网。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马尔代夫信息产业蓬勃

发展，互联网交易行业及其虚拟商品交易平台都随

之得到了发展。截至 2016 年，马尔代夫网民已占

总人口的 59.1%，拥有宽带的家庭比例占 54.7%。

二是开发尖端科技。马尔代夫在农业领域引入新科

技，以增加马尔代夫有机食品的产出量。同时引入

机器人、无人机运送、电子货币项目等。值得一提

的是，马尔代夫政府拟在胡鲁马累建设信息科技产

业园，以促进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的发

展以及信息科技培训机构的建设。三是教育。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广泛运用，以图书和电脑等教育

技术装备为配备重点，全面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

在 科 技 论 文 发 表 方 面， 根 据 世 界 数 据 图 册

（Knoema） 的 统 计，2010 至 2016 年 马 尔 代 夫 的

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均在个位数，最高是 2012 年和

2014 年，各有 9 篇。在高技术进出口方面，马尔

代夫 2016 年高技术出口数额为 120 美元。 

能源供给是岛国发展的核心问题，马尔代夫也

不例外。海岛能源系统的清洁能源整合，成为了马

尔代夫保障能源供给的重要举措。太阳能、潮汐能、

风能等清洁能源，便于有条件的地区就近生产，十

分适合岛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十分考验政府

在民意引导、政策扶持、统筹实施、财政补贴等方

面的施政水平和财政家底。2009 年，马尔代夫加

入气候中和网络，并宣布以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

源为能源供应主体，而放弃石油等矿物能源，成为

世界上首个实现碳平衡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

马尔代夫着力开发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通过

太阳能板、风能发电机以及投资其他新技术有效减

少了对昂贵进口化石燃料的需求，减少了碳排放，

对环境保护和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例如，马尔代夫国家新能源部门及国家电力公

司在马尔代夫环礁链上建设太阳能发电项目等，起

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第 35 卷 第 2期
2020 年 2 月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utlook

Vol.35   No.2
Feb. 2020



— 41 —

马尔代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数字化建设，电信

基础设施和服务在马尔代夫得以迅速发展。然而高

昂的本地和长途通话费用、移动电话费用以及互联

网使用费用等仍是马尔代夫民众关注的焦点。为缩

小社区间数字化差异，让马尔代夫民众享有健康富

足的生活以及相关服务设施，政府启动了信息科技

发展项目和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等，以此打破通信系

统垄断状况，为电信及互联网市场、手机运营市场

营造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并降低用户拨号上网、电

话线上网等设施的使用费用。

2003 年，马尔代夫政府设立国家信息技术中

心（National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旨

在以信息技术在国内实现减贫、提升教育质量、电

子政务、完善基础医疗保健等目的。国家信息技术

中心作为政府技术类项目的代理机构和执行机构，

肩负着促进、发展和宣传信息科技以及有效使用信

息科技的责任。开展的工作包括：建立、运营、维

护和发展国家计算机网络；就国家信息科技战略、

开发和完成相关信息科技项目等内容向国家信息科

技部提出对策建议、评估和研究；协调和发展电子

政务、信息系统规划，同时与产业机构和政府机构

合作，促进本地信息科技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对

政府机构及政府附属机构提出的信息计划进行评估

及审批；向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提供信息技术咨询

等。

马尔代夫国内的科技企业多为信息技术设备

或通信设备的销售代理企业、提供私人助理服务的

科技企业、移动互联网科技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等。

如迪拉古公司（Dhiraagu），其在马尔代夫境内引

入电子货币服务“迪拉古支付”和电子平台服务“码

门”（Mamen），同时还销售电脑电话设备，顾客

可在该公司购置最新款的苹果电脑和手机等。拉尼

阿卡科技公司（Laniakea）在马尔代夫境内引入云

计算远程访问服务，并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同时向

顾客提供私人助理服务，包括客户体验、声誉管理、

酒店管理、酒店业管理等。可口可乐公司（Coca-

Cola）主要提供顾客网上预订产品服务和免费配送

服务等。

成立于 1973 年的马尔代夫国立大学是一所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集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高等院校，

其研究和教学内容涉及商务管理、科学技术、工程

技术、电子贸易、海事、法律、教育等众多领域。

1.2　马尔代夫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

马尔代夫的创新和技术政策主要涉及能源、农

业、环境等领域，同时针对这些领域提出相应举措。

引进绿色科技和新能源技术。马尔代夫可再生

能源资源丰富，且可再生能源科技潜力巨大。然而

截至 2015 年，马尔代夫没有一次性能源生产，仍

然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导致国家电力价格居高不下。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电力供需矛盾不断加重，

为此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并引进绿色科技、环境科技、

新能源技术以及混合动力能源技术，旨在降低对进

口矿物燃料的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环境

改变对马尔代夫的影响以及降低碳排放量实现国家

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太阳能光伏技术和近岸风能

技术。同时，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和实现碳中立，

马尔代夫政府在能源领域启动了新能源投资、能力

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项目。预计到 2020 年

底，国内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将占到全国能源的 70%。

实施国际合作发展战略。目前马尔代夫国内面

临的环境问题包括珊瑚和沙石盗采、废物错误处理、

土地资源匮乏、海平面上升、淡水蓄水层盐碱化程

度严重、海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为此

马尔代夫实施了国际合作发展战略以解决自身科技

资源不足的问题，并促进科技开放，积极加入国际

环境公约和制定环保法律法规，加入《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

臭氧层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危险废

物越境转移即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为保护自

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马尔代夫人力资源和环境部制

定了环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由国家环境保护委

员会，住宅和环境部，规划和环境部，国家环境理

事会，岛礁管理部，马尔代夫水力和卫生局，旅游

部，技术教育院，人力资源和环境部，渔业、农业

和海洋资源部等多部门共同协作处理环境问题。现

已出台的环境方面的法律包括《无人居住岛屿法

律》《马尔代夫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环境

影响评估法》等。

引入国际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积极寻求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的帮助，在农业领域中引进浇灌项目、

混合肥料项目、水耕栽培项目等国际先进农业科技

项目，扩大了黄瓜、甜瓜、生菜等多种经济农作物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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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植品种和面积。培植区域也由原来的分割式栽

培区域发展为专业的生态农作物种植园，如蔬菜种

植园等，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同时，家禽养殖业

开始发展。

信息通信科技融入旅游业。旅游业是马尔代夫

的支柱性产业，为在国际上保持竞争优势，政府在

制定创新性管理战略的同时，把信息通信科技融入

旅游业，比如在度假岛屿上配置网络以实现游客预

定旅游项目、完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人力资

源发展政策、引入先进科技经验和科技知识、增加

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等内容。

2　马尔代夫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科技合作概况

因技术资源的有限性，马尔代夫通常寻求与他

国的合作来改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需要强调

的是，每个国家与马尔代夫开展合作的领域存在差

异，如德国关注马尔代夫的环境、气候变化和碳中

立等问题，为此双方在新能源引进技术、技术培训

等方面展开合作；而马尔代夫与美国则主要在反

恐、救灾援助、打击毒品犯罪、边境管控、人员和

专业服务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

日本负责与马尔代夫开展合作的机构是日本

国际合作机构。该机构通过关注对方需求来制定合

作项目，通过多层面的技术支持或技术合作来促进

马尔代夫的人力资源发展，加强当地的机构建设和

政策制定，以此提升马尔代夫应对环境改变、自然

灾害等发展挑战的综合能力。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与

马尔代夫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主要涉及技术合作项

目、知识创新项目、金融和投资合作项目、援助赠

款项目、贷款项目、人力资源合作项目、发展研究

项目、水资源 / 灾害管理 / 海啸重建项目、环境管

理项目（污水处理和地下水管理）等，其合作方

式主要包括：一是向马尔代夫派驻日本技术专家。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通过派驻日本技术专家，向马

尔代夫政府官员和专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智力

支持。同时与地方专家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传

播。包括从除日本之外的第三国派驻专家前往马尔

代夫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地方需要，如向马尔代夫

派驻专家帮助其建立通信部门，完善信息通信网络

技术。二是开展技术培训。日本国际合作机构邀请

来自马尔代夫社会和经济发展机构的相关人员前往

日本或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接受技术培训，从而获取

相关知 识 和 技 术。 至 2017 年， 日 本 国 际 合 作

机构共为 1 000 多名马尔代夫人员提供前往日本

接受技术培训的机会，涉及渔业、能源、管理、环

境和人力资源等多方面，部分人员因为能力突出而

成为马尔代夫内阁成员。三是无偿科技援助。日本

国际合作机构计划通过无偿援助的形式与马尔代

夫开展技术合作。2017 年 5 月，日本国际合作机

构与马尔代夫政府签署协议，提供价值 2 500 万美

元的无偿援助，用于发展马尔代夫数字电视广播网

络，降低岛屿之间信息获取的差异性、提升灾害预

警速度以及提升广播装置的性能等。四是技术合作

项目。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开展技术合作项目的主要

流程是：提出要求（同意）——制定详细计划——

专家派驻 / 技术培训 / 技术设备——监管项目——

项目结果（评估）。至 2017 年，共有 340 名志愿

者前往马尔代夫，参与教育、农业、旅游业等部门

的活动。部分志愿者成立了相关组织，以实现从草

根层面加强日本和马尔代夫双边关系的目的。在企

业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京瓷公司与丰田通商公司

和 Wakachiku 建筑公司合作，为首都马累岛内的学

校等 10 处公共设施安装总容量为 675 千瓦的光伏

系统项目，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46 吨。

五是科技研究合作。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主要通过与

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来促进新技术的研

发、获取和使用，从而帮助马尔代夫应对来自环境、

能源和食品领域的挑战，并提升马尔代夫在灾害防

治、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能力。

澳大利亚官方资助项目关注马尔代夫的人力

资源发展，主要以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方式或者提

供长短期培训的方式，援助马尔代夫人前往澳大利

亚学习。2007—2016 年间，澳大利亚共提供了 338 个

长期和短期培训项目，共 375 名人员前往澳大利亚

学习。2016—2017 以及 2017—2018 年间，澳大利

亚官方每年资助马尔代夫 380 万澳元，向 33 名马

尔代夫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助其主修经济学、发

展和教育、管理和金融等专业。

印度和马尔代夫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印度是

最早承认马尔代夫独立的国家之一。两国主要在双

边层面、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开展合作，涉及教

育、技术、卫生、旅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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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经贸等多领域。其中在技术领域，双方以

信息技术和科技知识分享、联合技术研究、技术应

用的长效机制建设、培训和能力建设、预警机制建

设等内容为导向开展合作。

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有着悠久的贸易合作历

史。双方合作涉及贸易、技术、渔业、旅游业、教

育、卫生、妇女、民生、军事等众多领域。在技术

领域，双方主要以交通管理技术、信息技术、污染

物排放控制技术、环境空气检测技术、人力资源能

力建设等为合作的主导方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7 年与马尔代夫、孟加

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签署

关于建立“南亚培训和技术支持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该机构旨在提升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的能力建设，

并完善其机制建设，以实现减贫和促进发展的目的。

机构运作方式是成立国际专家组，并由这些专家就

宏观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向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提

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值得一提的是，该机构

除接受马尔代夫等成员国的财政资助外，还接受澳

大利亚、韩国、欧盟和英国等国家的资金支持。

马尔代夫与亚洲开发银行的科技合作始于

1978 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包括信息通

信科技项目、信息设施建设项目、就业技能培训项目、

教育项目、地区发展项目、海啸预警项目等。以信

息通信科技项目为例，信息通信科技项目旨在增强

马尔代夫电信业的竞争力，提升该国的对外联通性，

并降低上网资费、保障公众信息服务和在线服务的

获取权、促进商业通信发展等。

3　中国与马尔代夫合作概况

马尔代夫拥有广袤的领海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中国的传

统友好邻邦。两国 1972 年正式建交以来，各领域

交流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合作

领域较为广泛，涉及信息、旅游、医疗、电力、

海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并在有关领域签署了

多个合作谅解备忘录。马尔代夫是中国在南亚和

印度洋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

伴。2017 年，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成

为第一个与马尔代夫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

2018 年，由中国援建的中马友谊大桥正式通车。

可以说，中马合作有长期的传统和现实的成果，

两国合作前景广阔。

3.1　信息合作

中国民营企业华为与跨国电信运营商合作

为马尔代夫提供通信网络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2 年马尔代夫移动运营商 Wataniya Telecom 宣

布已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份无线接入网络

（RAN）的现代化升级合同。基于这份 2 500 万美

元的合同，华为把 Wataniya Telecom 现有的无线接

入网络升级到了一个新平台，该平台将提供更大的

覆盖范围以及更好的语音、数据和媒体服务。2013年

Wataniya Telecom 正式推出了 LTE 业务，这是当地

首次 LTE 商用，该网络的升级也由华为支持。

2016 年，Ooredoo 与华为海洋共同宣布，马尔

代夫国家海缆（National Submarine Cable）项目正

式启动商用。国家海缆项目是由 Ooredoo 马尔代夫

投资、华为海洋承建的钥匙（Turnkey）项目，全

长 1 200 千米，连接马尔代夫主要的 6 个岛屿。该

系统采用先进的 100G 技术，设计容量为 3.2T，将

为马尔代夫的 4G 网络提供骨干网支持。2019 年，

马尔代夫领先的电信和数字服务提供商 Dhiraagu

与华为联合，首次推出了 5G 商业化服务，成为南

亚第一家推出 5G 服务的公司。

3.2　医疗合作

2013 年，中国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访马，

义务诊治 4000 多名民众，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3]。

2014 年，习近平主席赴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期

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与马尔代夫共和国卫生部关于卫生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 中马两国卫生部门将合力推进双

边卫生合作。

3.3　电力合作

2014 年，中国水电与马尔代夫国家电力公司

签署了马累中心电站及电网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

该项目作为马尔代夫政府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通过建设一座新的火力发电站及海底电缆，向

首都马累岛、机场岛及周边 7 个岛屿的居民提供稳

定可靠的电源 [4]。

3.4　海洋合作

中马海洋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中国海洋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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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研究所与马国家气象局以联合研发、交流互访、

人员培训等方式积极开展合作。2014 年，国家海

洋局局长刘赐贵与马尔代夫环境与能源部部长托里

克·伊布拉希姆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海洋局和马尔代夫共和国环境与能源部海洋领

域合作谅解备忘录》。随着该备忘录的顺利签署，

双方将积极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合作机制，

定期召开联委会会议，进一步加强在气候变化、海

洋观测、海洋基础科学、海洋灾害预警等方面的科

研合作。

3.5　基础设施合作

2014 年，中国港湾董事长莫文贺与马尔代夫

旅游部部长阿迪布在马累签署了《马尔代夫综合基

建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要发挥中

国港湾国际承包商的综合优势，为马尔代夫建设包

括机场、吹填、岛屿之间交通及相关配套设施，进

一步提升马尔代夫的旅游基础设施水平，进而促进

该国经济社会发展。2019 年 1—9 月，中国企业在

马尔代夫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3.2 亿美元，完成营

业额 5.7 亿美元。 

4　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马尔代夫科技合作的

　………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速，中国与马尔代

夫的科技合作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前景。

（1）深化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马尔代夫

分中心建设 。

深化中国与马尔代夫的科技创新合作，促进相

关部门和机构建立广泛和深入的线上线下合作关系

与渠道，围绕中国优势重点产业、绿色能源、绿色

食品、生物医药和健康生活目的地产业与数字经

济、智慧旅游建设合作，重点加强新能源技术、交

通管理、信息技术、农产品栽培技术等领域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务实合作。

（2）建设数字平台，提升科教合作水平。

一是在马尔代夫设立各类专业化的“中马科教

合作对外交流中心”或代办处，同时选派具备资质

的专家前往马尔代夫国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开展支教

活动等，进一步推动中马在技术领域的教育合作。

二是在马尔代夫设置线上平台或建设数字中心，充

分运用数字演示手段，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课程。

（3）提升农业合作水平。

目前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合作模式大多是交流

互访、会议参展、商品出口等，双方对开展农业合

作却有实实在在的需求。马尔代夫可耕地面积相当

有限，且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尽管马尔代夫历届政

府积极作为，通过改善当地环境、加大对农业的支

持力度等方式来降低进口依存度，农产品仍极为短

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花卉

和农业果蔬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其出口量大幅增长。

因此，中国与马尔代夫在农业方面有突出的合作需

求。

双方可考虑在耕作与栽培技术、灌溉技术、土

地管理技术、土地复垦技术、人力资源建设等多方

面加深合作力度，通过培训讲学、输出农业专业技

术人员等方式，提升马尔代夫当地农业科技水平，

同时吸引马尔代夫的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到中国学

习并交流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此外，通过不失

时机搭建“中国 - 马尔代夫绿色食品推介会”等平

台，促进双方农业企业的交流对接和农产品贸易。

（4）医疗大健康合作。

中马两国在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领域，有着

良好的合作基础。中国可以借助对外医疗援助的模

式，依托丰富的医疗援助经验，对马尔代夫开展医

疗合作。可借助中国已经建立的与南亚、东南亚国

家的医院联盟、无偿援助项目以及多年的援非医疗

队的发展经验，与马尔代夫的主要医院、医务人员

培训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一是为马尔代夫的医院提

供更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用耗材；二是为马尔代

夫的医院培养更多临床医务人员，提高马尔代夫在

应对慢性病、热带病以及血液病方面的诊疗水平；

三是推进我国医学院、医务人员培训职业技术学校

与马尔代夫合作，培养更多医务人才。深入挖掘双

边共同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的科技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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