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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合作支撑“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864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年以来，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推动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的科技战略规划，建设国际科学组织、科教

合作中心，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提供人才培养平台、服务民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等科技创新与合作已取

得相当的进展与成果。然而，新时期“一带一路”在科技创新领域还面临顶层设计与机制不够完善、科技创

新与合作的模式与深度还需提升、专业人才较为短缺等诸多问题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文章系统分析了科技

创新与合作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创新与合作支撑“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指出了新时期“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与重点任

务，以期为探索“一带一路”发展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问题与挑战，新机遇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710001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30710001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自

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着强大

韧性，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

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契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和潮流，为世界

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

机遇。

当前，世界科技创新秩序面临重构，“一带一路”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科技智库理事会重大项目（2021-LSH-SMDX-001），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XZ202301ZY0003F、

XZ202201ZY0015G），中国科学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项咨询研究项目（CAS-WX2023ZX02-02）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3 年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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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面临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科技创新与合作能发

挥基础性、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是支撑服务“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深化科技开放合作的桥

梁纽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

特征的新阶段，科技创新与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应对新技术革命、解决发展挑战的共同选

择。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作出

了重要部署，要求“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

标”“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

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1]。

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一带一路”创

新发展重大咨询项目，紧密围绕推动“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关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

作中的重大问题，从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多个

领域探索新时期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挑战及解决方案。

1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

我国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

作行动。① 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方面。我国对接

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下简称“共建国家”）

的卫生发展战略，通过建立医学人才培养联盟、医院

合作联盟、卫生政策研究网络等，与共建国家开展跨

境医疗合作服务；结合我国“重大新药创制”等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深入推动卫生创新合作。② 在“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方面。我国相继发布了《“一带一

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2017年）、《关于推进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对

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2021年）、《关于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2022年）等

相关文件；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

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打造了政策对话和沟通

平台、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平

台。③ 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方面。2015年，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行动》，提出要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

息丝绸之路。④ 在“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方面。科学

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出

台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

划》（2016年）、科学技术部及泰国、俄罗斯、南非、

斯里兰卡科技创新部门共同发起了《“创新之路”合

作倡议》（2019年）、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创新创业国

际合作共同行动倡议》（2020年）等战略规划，相继

提出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

作、技术转移等行动并探索可持续的科技创新合作

模式。

我国与共建国家开展广泛的论文合作与专利合

作。① 在论文发表方面。以Web of Science为检索平

台，截至检索日（2022 年 5 月），除安提瓜和巴布达

外，我国与共建国家皆有论文合作发表，论文合作数

量由 2014年的 13 266篇，增长至 2021年的 49 222篇。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我国与重要伙伴国

——巴基斯坦在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绿色技术等领

域的合作研究成果不断走深走实，论文等方面的科技

合作数量不断上升。② 在专利合作方面。专利合作是

科技创新与合作的主要形式。基于 incoPat专利数据库

统计显示，截至检索日（2022年5月），我国与共建国

家合作申请专利共计 7 061件。从国家分布来看，与

我国有专利合作的共建国家不足1/3，集中在韩国、新

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少数国家；多数经济欠发达的

中小国家仅有少量申请。专利合作申请量排名前10的

共建国家占了总体合作量的 94.3%，大量共建国家在

与我国共同开展专利技术合作中活跃度低，尚未挖掘

出技术合作潜力。从技术领域来看，我国与共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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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技术领域主要涉及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

仪器仪表、药物及有机化学、机械制造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牵头发起“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

联盟（ANSO），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

流活动。2018年 11月，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学与国际组织共

同发起“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这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国际科学组织。国家主

席习近平专门致贺信，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了国际

社会广泛欢迎，与相关国家开展科技合作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应对

共同挑战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深化与共建国家

间的科技合作指明了方向。自成立以来，ANSO不断

凝聚多边力量，持续完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构架。目

前，ANSO已有67家正式成员，覆盖欧洲、亚洲、南

美洲、大洋洲、非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ANSO目前

已构建了19个国际专题网络，围绕“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务

实的合作交流。ANSO 围绕“一带一路”健康走廊、

粮食安全走廊、绿色技术走廊、阳光走廊四大旗舰计

划，共立项支持了境内外联合研究项目70项，合作单

位覆盖“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 75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项目服务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生福

祉与高质量发展需求，对促进当地人民建立“心联

通”起到了积极作用。2020年，ANSO还设立了奖学

金，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和科学能力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ANSO积极

推动抗击疫情的药物研发，推动世界首款重组蛋白疫

苗（CHO）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成果入选了 2022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

章。2021年，ANSO发起首届大湾区科学论坛，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中国愿

同世界各国科学家、国际科技组织一道，密切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促进共性科学

技术破解，深化重点科学项目协作，共同推进世界科

学事业发展，更好造福人类。作为“一带一路”的重

要组成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对

于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大湾区科学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围绕国际科学智

库、国际科学组织、国际产学研平台和国际人才服务

中心，为促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创建了 10 个海外科教合作中心，在与

共建国家开展人才培养、服务民生、促进区域发展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201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

与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相关国家

科研机构合作创建了10个海外科教合作中心。这些中

心围绕地理与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空间天文、技

术转移转化等方向，聚焦当地重大民生问题和区域共

性挑战，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知识传播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例如，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作为我国在海外

援建的第一个综合型科教合作机构，充分发挥推进中

非科技创新合作的平台作用，聚焦非洲国家的关切，

联合中非 40余家科研单位、200余名研究人员在生物

多样性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灾害预警及现代高

值农业等领域开展了科研合作，为非洲培养了一批急

需的高端科技人才，为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科技

创新动能。相关工作纳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中非合作论

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年）》及《新时

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国科学院中国-斯里兰卡联

合科教中心（以下简称“中-斯中心”）水技术分中心

围绕斯里兰卡不明原因慢性肾病（CKDu）追因和饮

用水安全保障与斯方开展全面合作。此项工作被列入

2016年 4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

环境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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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亚寒带中纬度荒漠草原生态屏障建设技术体系，建

成了哈萨克斯坦首都圈生态屏障示范基地，成果受到

哈萨克斯坦总统关注。该中心开展的荒漠化防治国际

合作实践案例被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收录于“南南

合作与南北合作优秀案例”。

2 新时期“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作面临
诸多问题与挑战

科技创新与合作面临的外部环境正经历复杂深刻

的变化，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一方面，后

疫情时代的经济衰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打

击，减弱了部分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意愿；另一方

面，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遭遇逆流，科学人文交

流和技术创新合作受到不利影响[2]。例如，2022 年，

美国、欧盟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全球基

建计划”等增加了我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交

流合作的难度。

科技创新与合作的顶层设计与机制有待完善优

化。当前“一带一路”科技和教育行动方案主要由科

学技术部、教育部等部委提出，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

总体规划，导致政策的约束性不足，政策制定与执行

将不可避免地碎片化和分散化。科技合作机制还不健

全，合作保障措施有待加强和完善。共建国家在政

治、经济、创新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其面临的发展

任务和发展目标处于不同层次。大量共建国家受自身

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所限，尚不能形成政府力量

和社会资源协调推进的机制，导致在合作需求、资源

调配等方面增加了科技创新与合作方案的对接难度[3]。

科技创新与合作的模式与深度还需提升。我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倡导“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然

而由于科技合作带来的短期经济提升效益相对较弱，

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积极性还有待挖

掘[4]。企业等主导的民间国际科技合作仍显不足，缺

少完善的机制与政策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创新主体

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各施所长。此外，在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科研资金短缺、

我国标准国际认可度低、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竞争力

不足等问题。

科技人才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国与共建

国家的科技人才合作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技能培

训、留学生培养等，满足产业化需求的综合型、实用

型科技人才合作十分缺乏。高层次人才、机构间联合

开展科技研发、早期技术突破合作较少。科研人员跨

境合作在税收征收、科研资金跨境流动、科研设备等

物资进出口等方面的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涉及国际

科技合作的项目管理、中介服务、知识产权、风险管

理和涉外谈判等方面的人才仍较为短缺[5]。

3 科技创新与合作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创新与合作有助于技术推广、促进共建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大多数共建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其

工业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

距，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较弱。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可与共建国家聚焦共

同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气候变化等挑战，开展

民生科技合作，有助于共建国家获得关键适用技术，

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促进实现绿色、惠民生的高

质量发展。

开展科研项目务实合作，有助于共同解决全球性

基础科学问题。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的务实科

研合作，有助于建立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的连接点，

共同解决全球性基础科学问题。例如，卫生与健康问

题已经成为日趋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相关方

面的联合技术攻关，如疫苗开发、新药研制、临床试

验、市场准入等的全方位合作。此外，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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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产业领域的应用研究，为国际科技合作方式和路

径的创新提供了可能[6]。

科技人员不断深入合作与交流，有助于促进相互

了解和民心相通。以科技合作为契机，可以不断强化

我国与共建国家的人员往来和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

信任。同时，通过联合设立科技合作项目和海外联合

研究中心，有利于增强对共建国家长期性、全方位的

认识和了解，为增加“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提供基础

保障。

4 科技创新与合作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基本原则

4.1 战略目标

到 2025 年。我国与共建国家重点合作领域和合作

机制领域取得突破；政府“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投入

显著增加，重点国别、重点领域科技合作稳步推进，

重点项目实施初见成效；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对“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的经费资助额提高 1倍以上，经费使

用和管理办法持续优化；国家对外援助方式有所调

整，科技援助比重明显增加；ANSO奖学金名额持续

增加，为共建国家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民间科技

资源有效集成，鼓励企业全方位、多领域参与，成立

一批民间科技基金，形成“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模

式；科技合作战略对接持续深化，成立若干国际科技

合作组织，新建若干海外联合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

相关大科学计划取得初步进展，区域性国际合作网络

明显拓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作新格局初现

雏形。

到 2035 年。科技合作新机制和新模式逐步成熟，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合作水

平大幅提升，为共建国家培养一大批青年科学家和科

技人员；科技合作平台进展显著，新建一批联合实验

室、海外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转化中心等科技合作平

台；相关大科学计划深入发展，学术论文、专利、适

用技术等合作产出大幅提升，与共建国家在跨学科合

作、重大科学难题、共同对应全球性挑战、发展推广

新兴技术等方面取得标志性进展；围绕重大科技发展

及民生需求，成立一批产业联盟，围绕重点产业技术

初步形成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多方参与、第三方市场

合作等合作模式显著优化，民间科技基金成为科技合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畅通内外循环、促进科技要素

均衡配置、强化跨文化传播能力，以及产业梯度有序

转移“四位一体”的科技合作新模式和新机制逐步完

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基本形成。

4.2 基本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会议

精神，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理念，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合作对

“一带一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从共建国家科技合

作的实际需求出发，以民生科技、适用技术、数字科

技、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及科技人员交流

等为重点，通过增加政府科技合作投入、集成民间科

技资源、设立相关大科学计划、发展区域性国际合作

网络等重大举措，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全

面提升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共享科技成果和科技

发展经验，开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局面，推动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坚持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秉持开放精神，

充分尊重共建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积极对接共建国

家的发展战略，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共享科技成果

和科技发展经验，共同打造科技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促进共建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坚持科技引领，推动共同发展。面向共建国家发

展的关键共性科技问题，通过科技人文交流、平台建

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措施，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促进共建国家技术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全面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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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能力，共同促

进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心相通。以提高共建国家

人民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科技

人文交流，突出科技人才在人文交流中的关键核心作

用，构建多层次的科技人文交流平台，促进互信理

解、民心相通。

坚持精准施策，聚焦重点区域。以周边国家为重

点，聚焦民生科技、适用技术、数字科技、生态环

境、能源安全、人口健康、粮食安全和自然灾害等重

点领域，科学谋划分类施策，有力有序推进，集中力

量精准发力，尽早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坚持政府引导，强化多方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在

科技合作中的引导、规划和协调作用。充分释放各类

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与合作中的主动性，引导更多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强大合力，打造“跨领域、多

主体、全方位”的合作开放平台，建立“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5 新时期“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作的重
点领域与重点任务

“绿色丝绸之路”的科技合作重点方向。① 强化

绿色技术相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加强绿色技

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② 开展低碳、节能、节水、

环保等相关领域科技合作，推动清洁能源项目合作，

积极帮助有需要的共建国家推广应用先进绿色能源技

术；③ 实施绿色技术转移专项行动，推动绿色科技合

作网络与基地建设；④ 加强绿色基建、绿色产业、绿

色技术、绿色金融领域的科技合作。

“健康丝绸之路”的科技合作重点方向。① 构建

健康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组织一批以我国为核心的卫

生合作网络；② 推动与共建国家建立更加高效共赢的

国际药品、医疗器械、检测要素研发合作模式，共同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③ 推动中西医结合，进而

提高中医药在共建国家的认可度。

“数字丝绸之路”的科技合作重点方向。① 大力

开展共建国家跨境电商合作，通过跨境电商促进共建

国家商品流通；② 加强共建国家远程教育领域合作，

以远程教育的深入发展促进共建国家人才发展和文化

交流；③ 加强数据安全领域合作，为数字合作保驾护

航，保障数字合作安全高效进行；④ 加强数字货币领

域合作，通过数字货币的合作与发展，推动人民币国

际化的进一步发展；⑤ 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合作，加快

推进跨境电商、数据安全、数字货币等规则和标准研

究制定，提升我国在数字领域国际规则的主导能力。

“创新丝绸之路”的科技合作重点方向。① 打造

发展理念相通、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

链条融通、人员交流顺通的创新共同体[7]；② 加强在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5G通信、先进制造

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建立相关科技术语和标

准体系，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③ 瞄

准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氢能、储能技术为代表的

关键技术，促进科技同产业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

境，集聚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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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I Chunl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come a popula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the 

past decade since it was firstly proposed in 2013.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ctions and plan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and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operation centers, providing talent 

training platforms, etc. Nevertheless, in the new era, the Belt and Road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unpredic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incomplete top-level design and mechanism, the insufficient dep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etc.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key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suppor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Moreover,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key areas and key tasks of the Belt and Ro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solutions 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new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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