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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浪潮中的科技发展日益影响着一国综合实力的展现，科技外交随之兴起。新世纪以来，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技外交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种

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国际科技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选择，归纳总结以往科技外交经验和研

究成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关于科技外交的逻辑起点、内涵、保障和战略等方面研究进行

述评；其次从视角、对象、目的和层次等方面总结国内外交研究的主要特征；最后从广度、深度和相关

度三个维度判断未来科技外交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科技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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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科技外交国内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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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步入以知识经济为主导

的信息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各个国家都非

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改变

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正在引发国家行为

的重大变化，进而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科技

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科

技外交应运而生。科技外交主要涵盖了科技与外交

的相互作用，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欧美地区，国内对

其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兴起，全球治理体系

面临着严峻挑战，而科技则是当前形势下解决问题

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我国科技外交研究亟待

取得新的进展，而在此之前对其研究成果和经验进

行概括总结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国科技外交的逻辑起点

伴随科技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日益成

为影响其综合国力的核心因素，因此科技外交的出

现具有必要性和现实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进一步加快，政治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趋势日益

明显，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本国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医疗和卫生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中国科技外交具有内外两种动能，分别是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速。

1.1　科技的发展

科技进步是科技外交的内生动能，一国科技的

发展水平是决定其与其它国家合作模式及国际地位

的基础。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

的研究始于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影响力的阐释。学

者王逸舟 [1] 将其概括为：强化军事破坏力，改变

战争形式；铸造经济发展引擎，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淡化传统主权理念，使国际关系更具全球维度；影

响国家议事日程，使国际格局加快发展变迁。张永

华 [2] 进一步认为科技已然成为衡量国力的基本尺

度。其后，辛波 [3] 提出了高技术对当代外交产生

的影响。依托于科技合作的外交活动不仅成为了世

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且成为了国际政治、

经济、军事角逐的新舞台。这是国内学者较早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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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与国际关系之间开展的研究，也是中国科技

外交理论的萌芽。

新世纪以来，关于科技发展对我国外交影响

的研究更加系统。刘斌 [4] 从国家综合实力、国家

主权安全、国际竞争和国际秩序等多方面阐述了科

技发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崔佳瑛 [5] 认

为科技外交战略必须秉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

则，必须推动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阶段，

虽然也有学者对专门技术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如

封帅 [6] 认为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系统性变革将从

根源上对全球经济结构与社会治理模式产生冲击，

但是随着中国逐浪于全球化浪潮之中，国内学界的

目光迅速被全球化吸引。

1.2　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趋势是我国科技外交的外生动能，对我

国科技外交的进行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学者们对

其时代性和驱动性进行了讨论。一方面，全球化趋

势的时代背景得到明确。李九成 [7] 提出了全球化

背景下我国科技外交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当采取的战

略应变。赵刚等 [8] 则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

球化背景下，为应对资源、环境和疾病等全球性危

机，各国应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过程中制定科技

外交战略。此外，李萌 [9] 认为科技外交的兴起是

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全球化进程受经济利益的

驱动，经济实力的强大直接影响国际政治。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外交工作的不断推进，全

球化趋势对我国科技外交的驱动作用受到关注。樊

春良 [10] 在总结科技外交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

其主要动力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化的挑战；

国际关系的转变；科技自主发展的需要；公民社会

的兴起。钟雪 [11] 则立足于新科技革命讨论了经济

全球化、外交内容多元化及其衍生的相关全球性问

题对科技外交在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方面

的驱动。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中国科技外交兴起的逻辑

在于：从内生动能来讲，科技发展的影响力日益上

升，科技革命引起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从外生能动来讲，伴随全球化时代到来，资源全球

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共同

促成了外交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学界对科技外交逻

辑起点的研判为后期关于其内涵及特征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

2　科技外交理论的逻辑研究

立足于科技政策学与外交学，科技外交有着极

其丰富的内涵。科技不仅仅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

而且也体现着科学与技术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

有机统一体，还包括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

周恩来 [12] 同志曾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与国家

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近年来，随着外交实

践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外交概念的内涵也进一

步丰富，外交已经从政治外交上升到“总体外交”

的高度，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科

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外交活动也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与其他外交形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

2.1　科技外交概念的学理内涵

“科技外交”这一理念最初由美国政府提出，

见于 1999 年发布的《科学、技术和卫生在外交

政策中的全面深入——国务院的迫切任务》[13]。

但此次报告只是在理念层面提出了科技外交，并

未对其概念进行准确定义。直到 2010 年 1 月，

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和美国科学促

进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联合发布题为《科技外交新前沿》的研究

报告，它将科技外交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外

交中的科技”，是指通过提供科技建议以帮助实

现既定外交目的；“为了科技的外交”，是指通

过外交手段促进和达成某项国际科技合作；“为了

外交的科技”，是指利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改善

和发展国际关系 [14]。这是国际上对科技外交内涵

的最早概括，之后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外交的概念的

界定都是以此为蓝本的。

2.2　科技外交的相关概念展述

在“科技外交”之前，有学者提出过“技术外交”

的概念。杨金卫 [15] 将其定义为某个国家或国际组

织在对外交往中的科技领域合作策略。之后，随着

国内外科技外交实践的不断开展，国内学者结合中

国实际情况，对科技外交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刚的

定义。赵刚 [16] 认为：“所谓科技外交，是指以主

权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机构、科技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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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专门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和企业等为主体，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

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而

开展的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之间

的谈判、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多

边或双边的科技合作与交流。”这被认为是国内学

界最早对科技外交做出的准确定义范本。

此外，王明国 [17] 指出科技外交与公共外交在

基本特征、主体、客体及实施路径等方面都具有相

似之处。张薇薇 [18] 提出要从三个层面理解科技外

交，即外交中的科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以及为了外

交的科学。张翼燕等 [19] 通过引入活动分析的方法，

总结出科技外交的三种模式，即科技活动、具有国

家意义的活动、国际交往活动，以此构建起科技外

交的三元解释模型。

综上所述，学界对科技外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和界定，但通常认为，科技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

国际科技合作促进实现国家外交目标或通过外交手

段达到提高国家科技水平的目的，其实质内容涵盖

“为了科技的外交”和“为了外交的科技”；科技

外交的主体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部门，也

可以是由政府参加的国际组织、民间机构、企业以

及科学家个人；科技外交的形式除了比较常见的国

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还包括科技贸易、学术交流会、

人员互访和建立国际合作基地等正向实施手段以及

技术出口控制及制裁的反向实施手段。

3　科技外交活动的支撑

科技外交作为一项实践活动，离不开各种介质

的参与，特别是在世界传染病疫情大流行的形势下，

科技若想发挥其最大效用，必须借助介质，包括建

立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培养科技外交人才以及创

造一切有利于科技外交开展的国内外环境等，其中

最重要的介质要素就是政府间合作。

3.1　人才培养是科技外交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

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科技外

交领域更是如此，科技外交人才是科技外交的活动

主体。祝学华等 [20] 通过社会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

析，证明科技外交人员社会资本与其工作绩效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朱雅兰等 [21] 立足于对科技外交

实力提升路径的探究，分析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项目中对国内人才进行的组织培养，借

此提出了科技事业的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

工业界应通过培养国际人才提升科技外交实力。

3.2　科技外交的组织实施

如何有效组织实施科技外交也成为国内学者

关注的问题。郭宗慧 [22] 认为，新时期应该促进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通过积极

建设和发展海外机构，推动科技外交。张丽等 [23]

认为具有组织职能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要在科学

精神的宣传、国际问题的关注、科研工作者外交能

力的提升以及宣传媒介的搭建等方面发挥更大、更

积极的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砖添瓦。张

翼燕等 [24] 通过整理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外交

实践活动，按照其不同的组织类型将科技外交工具

分为战略工具、操作工具和支持工具。

人才和组织共同构成了科技外交的活动支撑。

由上文可见，国内学界对于科技外交介质的研究比

较全面，科技外交实践的顺利开展需要人力资源建

设、组织建设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共同推动。学者

们对科技外交介质的研究为科技外交领域更为广泛

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科技外交的实证研究

科技外交的理念一经提出，各国纷纷以此理念

开展外交活动。随着国际上科技外交实践活动的日

益增加，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世界各国科技外交的

具体案例，而如何发挥科技外交的国家战略效用、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我国科技外交研究的落脚

点。

4.1　科技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赵刚 [25] 认为，日本在建设低碳社会过程中的各

项举措对我国解决环境问题有启示作用。何馥香 [26]

从澳大利亚国际合作论文引用率的提高以及国际科

技合作投入的增加这两个方面出发，预测了当前科

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提高我国科技的“引进

来”和“走出去”的程度提供了建议。此外，樊春

良 [27]、惠仲阳 [28]、宋徽 [29]、孔欣欣 [30]、孙海燕等 [31]

学者分别研究了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印度的

科技外交战略、模式、特点、发展历程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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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对我国科技外交的具体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国内学界讨论了科技外交参与解决全球性问

题以及中国科技外交的成功实践等方面的问题。早

在 2006 年，前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 [32] 在外交

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科

技进步，为此必须加大我国的科技外交力度，拓展

科技外交的发展空间，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重大

项目，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积极参与各

种国际组织和区域间科技合作。在这种情景下，学

界纷纷展开对中国科技外交战略的研究，如李世

军 [33]、王葆青 [34]、赵刚等 [35] 学者分别从科技发展

与总体外交的互动、驻外科技单位活动范围的拓展

和地缘科技理论的影响等角度对我国的科技外交战

略进行深入研判。

在以往战略研发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开始

解析更加具体的科技“输出”案例。胡键 [36] 立足

于当前由“地缘政治”向“天缘政治”转变的国际

政治格局，研究了中国推进北斗导航系统国际化的

相关问题。许文 [37] 提出在科技“输出”的同时也

应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寻得平衡点。苏平等 [38]

通过中国北极科技外交实践探讨了中国科技外交的

有效路径，由此发挥出科技外交在中国外交实践中

的积极作用。

4.2　实证研究的重点研究领域

科技外交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需求展开，具有

突出的时代性和关联性特征。当代科技外交实证研

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主要包括兼具基础性和迫切性的

农业、能源和公共卫生等领域。

首先，农业领域的科技外交。建国之初，“一

边倒”外交策略使得中国那时的农业科技外交策略

主要体现为从苏联“引进来”。宋超等 [39] 学者研

究发现，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的早期合作主要通过

外交途径进行，而中后期则主要通过非外交途径进

行，主要形式包括外聘顾问、学者互访、分享情报、

引进良种和开发农机具等。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科技合作问题成为研究重

点。例如，中国和越南农业科技合作中存在的双向

合作不平衡、合作局限性较大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

题 [40]，中国和保加利亚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合作模

式和发展路径等问题 [41]，中国和老挝在农作物优

良品种试验站项目中存在优化潜力问题 [42]。

其次，能源领域的科技外交。能源问题是事关

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围绕能源开展的科

技合作始终是研究热点。李俊江等 [43] 分析了中俄

能源与技术合作具有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并基于

规范协调机制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中

俄对话机制、加强新型可替代能源合作研究以及发

展中俄科技合作示范区等建议。陶蕊等 [44] 以中美

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评估实践为基础，归纳出了

国际科技合作的评估方法论，包括评估关键问题、

评估方法和评估逻辑模型等。这一套评估体系对中

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评估活动具有重要参考。

最后，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外交。当前形势下，

“新冠”疫情使得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研

究成为学界热点。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发布联合声明，共同支持两

国科学界为疫情防治提供科技保障 [45]。相较于其

他领域，国内公共卫生科技合作研究更具本土特色。

朱佳卿 [46] 阐述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的时代特征

及问题，并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教育保障和认

知理念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鄢良 [47] 对中医药

国际化路径进行了系统性概述。随着我国科技外交

实践日益发展壮大，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外交研究

逐渐由宏观发展模式的深入研判拓展到微观项目和

具体案例研究中，如中英“王朝计划”[48]、心血管

疾病科研国际合作态势 [49] 和中澳中医药科技合作

项目 [50] 等。学者们在不同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和

相关的医学专科领域中都对在国际层面上开展的科

技外交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综上，对科技“输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

国家科技外交的实践活动及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

提高国际地位和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作用上；对科技

“输出”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具体的科技合作项目及

对我国国际科技发展战略的现状与趋势的研判；对

于具体研究领域，学界依照基础性和迫切性，重点

针对农业、能源和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讨。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均侧重于分析总结国家开展科

技外交的方式和路径，对于实践活动背后的理论研

究有所欠缺，尚处于理论体系的构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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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对国内科技外交研究的总结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国内科技外交研究的全面

梳理，不难看出学界关于科技外交领域的研究成果

较为丰富。总的来看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国内科技外交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相关案例的分析、对全球化背景

下国内策略的制定、对科技外交具体应用活动以及

他国科技外交经验的借鉴等方面，涉及政治学、国

际关系学、外交学、科技哲学、公共管理学等诸多

领域。具体研究虽然囊括学科较多，但是大多是从

单个学科展开的，多学科交叉的情况较少。

其次，在研究目的上，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通

过分析科技外交模式和特点，为我国开展科技外交

提供经验和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开展科技

外交，进而完成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完美转型

势在必行。国内学者对于其他国家科技外交实践的

研究为我国开展科技外交活动提供了借鉴，但是具

体该如何结合本国国情开展外交实践活动，并没有

过多涉及。

再次，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

正面论述科技对外交的促进作用、全球化背景下科

技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开展科技外交取得的成效

等，少有涉及科技外交中的竞争和冲突问题的研究。

然而，在国际交往中，一国既可以通过科技外交改

善国际关系、推动科技共同进步，也可能通过技术

封锁、技术贸易壁垒、技术出口管制等方式对科技

弱国施压。目前，国内学者多是从合作方面对科技

外交进行分析，在涵盖冲突方面的整体性考虑稍显

不足。

最后，在研究层次上，既有对科技外交起源、

保障和战略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又有对其具体案

例的微观解构。然而，“面面俱到”的同时也带

来了理论深度的缺失和研究模型的缺位。现阶段，

除了张翼燕等 [19] 在活动分析法基础上构建的科技

外交三元模型之外，国内对科技外交的理论体系

和理论模型构建的涉猎凤毛麟角。

5.2　对未来科技外交研究工作的展望

基于以上对新世纪以来国内科技外交文献综

述的总结与概括，笔者认为，未来对科技外交的研

究可能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科技外交研究的广度将会得到拓展。未

来研究将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等对科技外交

进行分析。不仅要跨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进一步挖

掘其内涵，而且要用辩证思维全面认识科技外交。

既要认识到科技外交在改善国际关系和促进科技发

展中的正向作用，又要关注其在科技霸权、科技军

备竞赛、技术限制和封锁等方面的负面效应。

其次，科技外交研究的深度将会得到挖掘。理

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很难

科学有效地开展科技外交。因此。应加强对科技外

交的理论研究及其模型的构建。例如当前“新冠”

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如何借助于科技外交推

动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

的现实问题，这也是科技外交理论发展的机遇。以

此为契机，国内学界将会从理论高度深入阐释科技

外交，探求科技外交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

最后，科技外交研究的现实性将会得到呈现。

任何理论研究都应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无论是分析科技外交在具体案例中的应用，还是研

究其他国家科技外交的实践，最终都要回归到我国

科技外交的具体实际。这就要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科技外交活

动，理论研究要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状况，在

借鉴吸收国外科技外交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塑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科技外交模式。

综上所述，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科技外交应对新的挑战与变局。通过加强对科技外

交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才能更好地探索其规律

和特点，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科技外

交战略和政策。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兴起，全球治理面临着严

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要立足于国内国际实际

情况，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抓住新时期、新背

景的战略机遇期，在把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

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以

及适应时代背景的科技外交战略；在统筹好国内国

际资源和环境的同时，探索出一条顺应现实要求的

国际科技合作道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有力的

科技支撑，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的理论

介绍和经验借鉴，让服务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科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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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发展壮大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与作用，让这

颗蓝色星球因科技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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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is increasingly affecting the 
display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is rising accordingly.Since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solve global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diploma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st. Firstly, the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nnotation, guarantee 
and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diplomacy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perspective, object, purpose and level. Finally,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future sci-tech diplomacy is judg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readth, depth and releva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ork of sci-tech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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