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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中澳两国有待深化科技合作。本文介绍了

澳大利亚科技创新优势、澳大利亚国际科技合作概况以及中澳科技合作现状，提出加快后疫情时代中

国与澳大利亚科技合作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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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 - 澳大利亚高质量科技
合作对策思考

许　鸿

（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昆明　650051）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经济互补、交往密

切，双方合作既有普遍共识，又有互补优势，后疫

情时代在科技创新上具有高质量实现互惠共赢的巨

大潜力。2020 年 11 月，东盟十国以及中国、韩国、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亚太国家正式签

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

志着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

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将大大促进中国与澳大利

亚全面高质量科技创新合作，构筑更高开放水平的

区域产业链、科技创新链和全球供应链，加快融合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技术、资本、服务、人才资源，

中国供应链枢纽地位将会更加稳固。

1　澳大利亚科技创新优势

澳大利亚领土面积 770 万平方公里，人口

2 477 万，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

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

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被称作“坐在

矿车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先后产生了 14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发达，产

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是世界上放养绵羊

数量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国家。在确保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教育、健康产业发展方面，澳大利亚被认

为是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的科技决策和管理体制是联邦政府

起主导作用的多层次体制。联邦政府制定国家科

技政策，组织实施重大科技计划和管理相应的科

研机构，资助科研机构、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调通过

整合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的科技资源，将研

发、生产、市场整个创新链条有机结合起来，提

升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功能，避免了投入的分

散和项目重复浪费。澳大利亚《国家科学与创新

议程（2015—2025）》将文化和资本、科技合作、

人才和技能、政府示范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创新和

科学计划的四大支柱。

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墨

尔本也开始异军突起，现代科学技术服务业和科技

金融发展迅猛，成为澳大利亚的硅谷。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与工业理事会是最大的政府科研机构，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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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研究部门，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分布有 57 个

分支机构或工作站。澳大利亚共有 41 所大学，是

国家科研与教育的重要力量。其中重点研究型大学

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西澳大学、阿德莱德

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大学名列世界顶尖的

50 所大学之列，在医学、工程与科技领域具世界

一流水平。

澳大利亚在农业、天文学、地学、海洋学、

南极科考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农业食品加工、医药和生物技术、采矿技术及

矿产品加工、信息通信、环保技术方面均有优势。

澳大利亚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领先的农牧产业

技术以及装备制造技术对外形成吸引力。作为一

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国家，澳大利亚拥有极为成熟

的水资源回收系统，且该系统在其国内有较高的

普及利用率。澳大利亚充分发挥高技术农业的优

势，通过将科学测水灌溉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制图系统、监控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等技术全面应用于科技农业，实现

了农业的精准化。在畜牧业方面，澳大利亚采用

了电子标签技术，通过在牛耳上安装电子标签，

对牛的产地、养殖、加工、销售等信息进行管理，

便于跟踪牛肉生产过程和控制疫情。源于在分子

遗传学和病毒控制等生物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澳大利亚成功掌握了从牛和奶羊的皮肤上提取有

关抗病基因的控制技术。澳大利亚重视对南极的

科考研究并建立了 3 个科考站，旨在将本国建设

成南极研究领域领先国家。澳大利亚加速推动了

全球 5G 网络标准的建立和国内网络系统升级。在

新材料方面，澳大利亚重点关注对石墨烯为基质

的材料的可复制性应用研究。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企业和集团。

必和必拓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业集团，主要产品

有铁矿石、煤、铜、铝、石油、钻石等。必和必拓

活跃于原铝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在铝矾土开采、

氧化铝精炼和金属铝冶炼方面均掌握有先进技术，

是世界氧化铝和金属铝的主要供应商。阿托尔医学

公司是一家设计、制造和销售心血管管理类产品的

全球性医疗器械公司。迈高公司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牛奶加工企业及加工食品出口商，旗下设有专门的

澳大利亚乳业参考实验室——乳品技术服务中心，

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并对储存技术进行研发。澳电讯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电讯公司，主要业务横跨有线通

信、非对称数字用户线、高频电路、卫星、CDMA

和 GSM 数字移动网络等。

2　澳大利亚的国际科技合作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全球创新战略和创客登陆

计划。全球创新战略强调鼓励外国与澳大利亚建立

伙伴关系，整合资源和计划，并通过国际合作支持

初创企业获取机会。2015 年，澳大利亚创客登陆

计划正式推行，该计划由联邦政府投资 1120 万澳

元，四年内在全球五大创新枢纽城市——美国旧金

山、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上海、德国柏林和新加

坡设立多个创客基地。

澳大利亚持续加强与全球科技发达国家和世

界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其同美国在生物医药与大

健康、能源、气候变化与地球观测、农业、食品安

全、信息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科研机构还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到人体器官组织再造之中，并开

展太阳能技术国际科技合作研发计划。

从总量上看，欧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科技合作

伙伴。澳大利亚与欧盟的合作主要涵盖了航天科技、

先进装备制造、能源、信息产业、环境保护开发等

领域。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清洁能

源、先进装备制造、城市规划、生命科学、科技金

融、空间领域。德国与澳大利亚科技合作主要领域

为生物医药、疫苗研制、气候变化、矿产、机械自

动化等。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海洋、

航空、食品、生物医药等方面。澳大利亚与意大利

在先进设备制造、食品与农业综合、医疗技术、采

矿设备技术、能源等方面重点合作。

澳大利亚与大洋洲其他国家联系最为紧密，为

推动地区整体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澳

大利亚与大洋洲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主要在科技金

融、区块链、基础设施和疾病防治方面。澳大利亚

与大洋洲其他国家联系最为紧密，为推动地区整体

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澳大利亚与大洋

洲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主要在科技金融、区块链、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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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疾病防治方面。

澳大利亚与日本的科技合作被纳入澳大利亚

全球基金、澳大利亚日本基金会项目和全球创新

战略之中，设有日本 - 澳大利亚科学和创新链接

计划（JASIC）、澳大利亚 - 日本领导人交流计划

（AJERLEP）和定期的日本 - 澳大利亚联合科技

委员会会议（JSTC）机制，两国在太阳能及电池能

源开发、食品、生物、先进设备制造、特色现代农

业等方面开展科研合作。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合作集中于天文、食品、

生物医疗等方面。加拿大参与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的 11 个国家合作的最大射电望远镜制造项目——

平方公里阵列天文望远镜项目，两国加强畜牧、乳

制品储存、运输技术合作，还加强医疗设备制造和

医疗相关技术开发和引进、输出 [1]。

澳大利亚近年来关注发展同东南亚和南亚

国家在纳米技术、公共卫生、金融科技、地球环

境、气候等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先后同新加坡、马来西亚签订了金融信

息共享的科技框架协议，扩大了澳大利亚证券投资

委员会在亚洲的合作网络，进一步构建“金融科技

社区联盟”。在地球环境研究中，澳大利亚 - 新加

坡合作重点集中于数据科学、海洋科学和基础设施

方面。澳大利亚与印度依靠澳大利亚 - 印度战略研

究基金（AISRF）资助公共和私营部门科研人员参

与到前沿科学研究中，重点推动先进制造、疾病防

控和医疗技术开发。

澳大利亚同非洲国家的科技合作领域主要集

中在矿产品冶炼、加工和科技金融方面。非洲 42 个

国家里有超过 220 家澳大利亚煤矿、原油公司，超

过 595 个合作项目。澳大利亚与南非拥有在非洲国

家中最多的合作项目，合作方式主要为联合办厂和

派驻科技官员和专家等方式，主要合作领域为矿产

开采冶炼和设备制造。

澳大利亚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卫

生组织的合作。国际组织支援墨尔本大学、新南威

尔士大学、维多利亚传染病参考实验室（VIDRL）等

科研机构开展传染性疾病、疫苗研发、血源性疾病、

女性健康、健康技能培训研究。维多利亚传染病参

考实验室在病毒性肝炎及其并发症防治、流感病毒

的性状、药物研制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中澳科技合作现状

2014 年，中澳关系提升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

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两国已经形成了内容广泛、

形式多样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机制，为深化双边的科

技合作与交流提供了诸多契机。中国优先发展领域

中的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开发利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澳大利亚优先研究领域十分

契合。未来两国的科技优势合作将集中在特色农牧

科技、矿冶科技、大数据、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大

健康、清洁能源开发与储存技术的先进装备制造等

方面 [2]。

中国在澳大利亚设有多个高技术研发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澳大利亚创新网络在中国北京、上海、

香港设有办事机构。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留

学生来源国。澳大利亚已构建多个对华科研基金和

后备科技人才培养基金。中澳科学与研究基金会已

为澳中联合能源研究中心、澳中联合轻金属研究中

心、澳中联合小麦改良中心、澳中联合矿产、冶金

和材料研究中心、澳中联合流域管理研究中心、澳

大利亚核科学技术组织 -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

理研究所联合材料研究中心等联合研究中心提供支

持。

中澳两国矿产能源合作方面已建成有宝钢 -

澳大利亚联合研究发展中心，这是由中国宝山钢铁

有限公司联合四所澳大利亚大学——昆士兰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伍伦贡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共同设

立的合作研究机构， 重点对能源开发及装备制造

进行联合研究。

中澳先后启动了中澳农业技术基金合作项目，

中澳农业联委会就食品安全科技合作、农林牧渔行

业执行标准开展了积极研讨。双方高度关注健康谷

物、功能食品、喷洒式液态农膜、同步肥料缓释科

技以及利用基因技术培育高能牧草等多项高新农业

科技。中澳两国通过全面采用“农眼”智能监测管

理系统，开展农产品溯源、牧场监管、草种种植、

土壤修复等服务，帮助实现对畜牧养殖的科学化管理。

中澳生物医药合作成效显著。澳大利亚是世



— 75 —

界上最早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发达国家，设有中

医注册管理局。中澳就开发澳大利亚优质中医综

合临床服务以及癌症、肿瘤的药物研制开展了双

边合作。

在新能源合作研发领域，中国科技部火炬中

心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首批合作项目将聚焦

石墨烯电缆、环保膜、新能源汽车、光伏能源等高

新技术领域，为中澳两国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提供新

平台。在新材料合作研发领域，江苏大学与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共建了“中澳功能分子材料联合研究中

心”，双方开展石墨烯先进电源技术合作，解决新

能源汽车的电池问题。在信息产业合作方面，华

为投资 3 000 万澳元在悉尼设立创新中心，开展 IT

领域人才培训与技术创新。双方开展水资源利用合

作，中澳水资源研究中心由墨尔本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合作投资兴建，具体运作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

然资源研究所和墨尔本大学水研究中心负责，双方

在江河流域、地下水管理、水灌溉效率、水资源分

配政策、环境与水库模式关系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合作。南极科考也是两国合作特色之一。

澳大利亚政府某些政客出于“冷战思维”的政

治偏见，干扰和破坏两国合作交流。2021 年 4 月，

澳大利亚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一带一路”倡议。

5 月，中国宣布终止与澳战略经济对话并无限期暂

停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中澳两国的经贸合作短期

内陷入低谷。

4　中国 -…澳大利亚高质量科技合作对策思考

后疫情时代中澳双方在开展高质量科技合作

方面仍将不断探索，有所作为。重点侧重以下五个

方面 [3]。

（1）深化新冠病毒后疫情时代防控公共卫生

医疗合作。

加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下中澳双方国家重

点实验室、健康与生物医药创新研究机构、高等院

校、疫苗和生物医药高技术企业等机构在疫情病毒

和传染病防治、防控检测、数据分享、疫苗研发、

临床诊疗、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互助服务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持续打造中澳中医药合作品牌，建立检

测护理、临床医疗、科研开发、服务培训一体化的

中澳新冠病毒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持续合作开展传

统药和化学药、生物医药研究。继续鼓励支持中国

生物医药骨干高校和科研院所、药企同澳大利亚高

校开展中草药研发示范合作和建立中澳中医药合作

平台，发挥“中澳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作用，扩

大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 [4]。

（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对接

科技合作机制。

澳大利亚是 RCEP 重点合作国家，中澳双方一

是应聚焦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产业

合作计划，健全政府和民间科技对接和科技招商机

制，举办中澳 RCEP 框架下的线上线下科技合作研

讨会、科技园区重点产业技术转移推介会等，促进

优势新兴高技术产业交流与对接合作；二是依托中

澳政府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项目，搭建中澳科技伙

伴合作云平台和人才平台，深化中澳跨境技术贸易、

离岸孵化等跨境科技合作，推动中澳跨境技术交易

平台和中国 - 大洋洲跨境技术交易体系建设；三是

双方应积极探索 RCEP 协议框架下科技服务业外包

合作示范，加强全产业链科技咨询与技术转移合作；

四是借力 RCEP，对接巩固双方农在业技术、矿冶科

技、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既有优势科技合作领域的合作。

澳大利亚是太阳能技术强国和应用大国，应积极开

展太阳能和光伏产业科技合作，并推动绿色综合能

源技术示范应用。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

坚实的技术经验，应进一步加强冶金材料和设备技

术联合研发合作，通过高端人才引进和技术推广提

升我国矿物、金属冶炼领域技术应用与更新等。

（3）深化科技创新园等创新平台科技合作。

中澳火炬创新园成为中国“火炬计划”在海外

建立的首个园区，建有企业孵化器、创客空间、企

业共享实验室和联合实验室，目前的合作主要包括

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环保和石墨烯电缆等项

目。后疫情时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开发利用将成

为中澳双方合作重点 [5]。双方应加快利用中澳火炬

创新园和联合研究室等重点合作平台和机制，对标

澳大利亚“孵化器计划”和工业增长中心计划等，

加快 5G 技术、云计算、电子商务、区块链、大数据、

物联网、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在病毒检测防控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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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服务领域的应用合作。应推动双方高新技术企业

开展实质性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并加强与澳大利亚

跨国高技术公司合作。

（4）共同参与多边科技合作。

后疫情时代双方应共同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

织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研究计划合作。同时，双

方共同参与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科学论坛工作组、全球科研

基础设施高管组织项目等多边科技合作。通过国

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平台共享世界一流实验室

和科技基础设施平台，聚焦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开展高质量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深度融入全球科

技创新网络。

（5）深化中国 - 澳大利亚科技人文交流。

举办中澳线上线下系列专题科技创新人文和

智库交流论坛，吸引澳大利亚科学家尤其是青年科

学家积极开展中澳科研合作，深化中澳科技人员交

流执行计划，特别是吸引双方国家级重点科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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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人和科学家互访交流，直接引进和柔性引进关

键产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人员和专家，形成双边多渠

道、多元化和深层次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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