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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聚焦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以下简称“共建国家”）科技合作情况，探讨科技合作如何赋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梳理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科技合作助推共建国家发展的实践探索，剖析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新时期科

技合作支撑和引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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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我们愿同各

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

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

球发展共同体”。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第10年，也是“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阶段，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需要我们聚力

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同

时也需要以前瞻性思维不断巩固科技合作成果，应对

新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科技智库理事会重大项目（2021-LSH-SMDX-001），“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项目（ANSO-

SBA-2021-09）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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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的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搭建了重要平台，不仅向“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分享中国方案、中国机遇，更为我国畅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提供了重要载体。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国际国内宏观形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明显上升，“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外部干

扰不断加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

烈竞争前所未有，科技实力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与国际政治

格局的影响不断增强，全球科技发展模式和科技治理体系

亟待改善[1]。在此态势下，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而科技创新和科技合作是解

决这一系列挑战的“金钥匙”。科技合作能为我国共建

“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进而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与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科技创新已成为增进“一带一路”民生福祉、应

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关键力量。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

代，科技发展呈多源爆发、交汇叠加态势，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领域加速突破，科研范式

发生深刻变革，科研活动复杂性大幅提升[2]。科技与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科研活动、生产过程、市场转化

一体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强势崛起。科学

技术的“中立价值”和“自然属性”使其成为突破文

化隔阂、制度障碍和政治阻力开展合作的首要选择[3]。

在“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资

源、成果的分享，构建融合各国利益和诉求的开放、

包容、互惠、共享的“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也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合作是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拓展“一

带一路”建设新领域和新空间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在重要科技

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大科技合作力度，将为推动“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激发新潜力。

2 我国与共建国家科技合作现状与问题

2.1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主要成效

2.1.1 我国政府部门与共建国家的合作

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成

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4]，并在

2018年组建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加强对外援助的

统筹协调。在科技合作引领和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中，科学技术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

策，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表1）。

其中，科学技术部落实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

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科技行动，

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构建。据公开

数据显示，2016—2021年科学技术部共支持“一带一

路”联合研究项目1118项，累计投入29.9亿元；建设

了3批次共计5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并与俄

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了境

外合作园区[5]。

教育部充分发挥高校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国际交

流与合作优势，从留学生发展、合作办学等方面开展

高等教育交流，增强高校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

作中的支撑引领作用。通过实施“丝绸之路”留学、

合作办学、师资培训和人才联合培养 4 个推进计划，

加强与共建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据教育部中外合作

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截至2023年6月，教育

部已与 14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中外合作办

学，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一带一路”

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等 150 余家“一带一路”

教育交流联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国际

合作科学计划，在生态、资源等领域开展双多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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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项目

指南及批准项目通知统计，2016—2022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已与20余个共建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签

署了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并资助联合研究项目

超过900项（不完全统计），资助力度超过11亿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

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建立了中

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岐黄泰国中医药中心等

30余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并开展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

基地建设，有力推动了民心相通[6]。

2.1.2 主要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创新之路的推进中，国

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中的关键科技问题、民生科技发展、气候

变化等全球共性科学挑战提供了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

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相关机构及国际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例如，中国科

学院成立了首个综合性国际科技组织——“一带一

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启动实施了“数字

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建设了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

学研究中心等10个海外科教中心，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全球“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中国科学院曼

谷创新合作中心等，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在“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转化[7]。

我国高校在教育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框架下，陆续成立了30余个“一带一路”高校

战略联盟，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校在高等

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另外，39所高校

成立了“一带一路”相关的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

表1　2016—2022年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相关政策

Table 1　Summary of policies issu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of the BRI 

from 2016 to 2022

序号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1

12

时间时间

2016年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21年

2022年

出台部门出台部门

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教育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

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海洋局

环境保护部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

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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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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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校智库开展“一带一路”交流合作[8]。

此外，“一带一路”还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出海

创造了重要机遇，通过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拓展

业务、开展产业人才合作等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中。例如，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通信类企业以网络、算

力、数据服务助力“数字丝路”建设，东方科仪控股

公司牵头成立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产业联盟，恒

瑞医药公司通过设立公益基金的方式开展“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人才交流与培训。

2.1.3 论文和专利合作态势

论文和专利是全球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最主要

体现方式，同时也是衡量国家及创新主体在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领域合作的主要形式。以截至2020年底与

我国签订共建协议的 138个国家为样本，基于Web of 

Science论文数据库和 IncoPat专利数据库①，对我国与

138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自2013年以来的整体科技

合作现状进行分析，检索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②。

论文计量分析显示，截至检索日，除安提瓜和巴

布达外，我国与 13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皆有论

文合作发表（图 1）。从我国与共建国家在环境生态、

粮食安全、生命健康、绿色技术等围绕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重点领域的论文合作情况来看（表2），自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逐渐走深，论文合作数量持续

快速增长，论文合作的重点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

巴基斯坦、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中国科学院、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具有多学科优势的中国科学

院更是“一带一路”科技交流的核心参与者，其合作

论文数量高居榜首。“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外国参

与者主要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巴基斯

坦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沙特国王大

学等。

专利计量分析显示，截至检索日，我国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合作申请专利共计 7 061件。自 2017

年启动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以来，考

虑到专利公开滞后性对 2021 年和 2022 年检索到的专

① Incopat数据库收录170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专利数据，因数据更新频次影响，与各国专利局数据有些许出入。

② 说明：因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2022 年的数据不完整，故未列入分析范围。此外，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的迟

滞，2021 年和 2022年的专利数量不完整，不能代表发展趋势，仅供参考。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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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篇
）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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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量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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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论文和专利合作态势

Figure 1　Trends of collaborative papers and patents  between China and 138 BRI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201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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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量影响，实际上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

作专利申请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图1）。从国家分布来

看，与我国合作专利申请超过 100 件的“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有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俄罗斯、奥地

利、马来西亚和新西兰。从技术领域来看，我国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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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可见，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论文和专

利合作主要呈现以下特征：① 知识创新合作的活跃度

明显高于技术创新合作。从论文来看，中国与共建国

家的合作发文量由2014年的13 266篇快速增长至2021

年的 49 222 篇，累计发文量达 235 651 篇，合作学科

领域涉及材料科学、工程电气电子、应用物理、环境

科学、化学物理等多个方面。相较论文合作情况，我

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专利合作总体差距较

大，专利合作总量低、专利合作国家少。主要原因可

能是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仍是经济和科技发展

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其科技实力无法支撑其参与对

外专利技术的合作与应用转化。② 创新要素与产出成

果空间发展不平衡。受地理位置、政治文化、社会经

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138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和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除了以

色列、新加坡等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

表2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重点领域的论文合作情况

Table 2　Collaborative papers in key fiel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RI countries and regions

领域领域

环境生态环境生态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

生命健康生命健康

绿色技术绿色技术

论文量论文量（（篇篇））

18 097

16 420

34 592

17 641

合作重点国家合作重点国家（（前前55））

巴基斯坦
韩国
意大利
新加坡

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
韩国
新加坡
埃及
新西兰

韩国
新加坡
意大利
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
新加坡
韩国

沙特阿拉伯
意大利

合作重点研究机构合作重点研究机构（（前前33））

国外机构

国内机构

国外机构

国内机构

国外机构

国内机构

国外机构

国内机构

新加坡国立大学
俄罗斯科学院
沙特国王大学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

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沙特国王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首尔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主要学科领域主要学科领域

环境科学
生态学
工程环境
地球科学
气象学

环境科学
食品科技
材料科学
植物学
农艺学

肿瘤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化学
药理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绿色技术
能源燃料
工程环境
材料科学

注：论文检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

Note: Thesis retrieval time for January 1, 2014 to May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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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创新水平不高。从产出的科研论文和专利来看，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日渐紧

密，但科技合作还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韩国、巴基斯

坦、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较少数国家，我国与广大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还大有可为。

2.2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差异巨大，科技合作还

未广泛有效展开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差异巨大，科技合作

的精准对接有待加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区域范

围广，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差

异显著，国家发展基础、科技需求参差不齐。大量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

力，自身创新活动不活跃，尚不能形成政府力量和社

会资源协调推进的机制。因此，合作需求弱、资源调

配难等问题增大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

合作方案的对接难度，延缓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

外部环境不稳定性制约着科技合作的广泛开展。

世界经济下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等传统安全问

题和传染病大流行、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对“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冲击和挑战正在加剧。一

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仅面临严峻复杂的全球环

境，还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等内部风险，导致这些

国家的科技合作能力和意愿大幅降低。同时，欧美国

家有意强化科技的垄断性与国界性，借助自身成熟的

研发体系和技术引领能力加大力度笼络东盟等地区。

美国、欧盟为抗衡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全

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全球门户”计划，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

对接的难度。

表3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专利的行业分布

Table 3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pat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RI countries and regions

序次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号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号

C40

C39

C43

O81

C35

I65

C34

C38

C26

I63

I64

C30

C27

C33

C37

专利数量专利数量（（件件））

3 838

3 497

3 369

2 504

1 936

1 765

1 256

1 131

1 071

1 053

861

697

577

437

416

含义含义

仪器仪表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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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科技合作新需求尚待满足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涌起，人

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疾病暴发等风险挑战日趋严

峻，这些给“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带来

巨大冲击，同时也带来科技合作需求的转变。因此，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不仅注重在生态环境、农业科

技等基础领域的合作，更应着眼长远、注重新兴前沿

技术领域的合作。

数字技术合作需求尚待深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正在与全球科技、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智能支付、数字基础设施等

数字技术合作的需求剧增。但目前，大部分“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相关产业发

展落后，缺乏相关的技术人才，进而导致部分“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难以跟上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在“一带一路”数字化互联互通机制标准方面，尚未

构建起统一协调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政策、标准

的规则体系[9]。

绿色技术合作需求尚待推广。当前，世界主要国

家大力推动经济的“绿色复苏”和加速绿色低碳能源

转型进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应对生态环境污

染、全球气候变暖进程中面临着经济、能源、贸易等

领域对碳的约束，绿色发展中对碳中和技术的需求将

成为与共建国家深化科技合作的重要领域。

健康医疗技术合作需求旺盛。当前，“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各国医

疗卫生科技水平差异显著。特别是其中的中低收入

国家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卫生服务、治理体系欠缺

等问题突出，对重大疾病的防控技术、与生命健康

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技术援助、技术合作

需求旺盛。

2.2.3 深层次科技合作的潜力和空间还需进一步挖掘

科技合作主体亟待多元化。我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倡导“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然而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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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等民间国际科技合作仍显不足。加之共建国家复

杂的政治、经济风险，使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出海

持谨慎态度。此外，民间金融力量滞后，使政府援助

资金与商业资本难以形成合力，缺乏对项目的可持续

跟踪和造血能力的培育，造成合作项目常因援助结束

而中止。

科技人才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人才合作主要聚焦职技能培

训、留学生培养等，而基于合作研究的诉求特别是

产业应用研究诉求推动的科技人才合作缺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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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常态化国际合作交流

平台尚处于探索和建设阶段。涉及国际科技合作的

项目管理、知识产权服务、风险防控和涉外谈判等

各类型人才短缺。

科技合作保障与对接机制还需完善。大部分“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政府科研资金投入少，甚至难以稳

定提供合作资金，过于依赖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我国所提供的无偿资金援

助。在全力推动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中，还面临我国标准认可度低、在国际

标准体系中的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3 新时期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新格局
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调动各部门和社会
各界的积极性

加强体制机制对接与保障。立足需求、突出国别

和领域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体制机

制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清除科技资源、创新要素在

共建国家间合理流动的体制障碍。设立“一带一路”

科技合作统筹协调和领导机制，深化和完善“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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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科技合作详细规划及重要参与主体的实施方案，

统筹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部门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资源和渠道，形

成长期保障机制。

提升科技合作经费的多元化渠道。加强科学技术

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中国科学院

等现有“一带一路”科技项目的衔接与统筹，促进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财政资金的高效运行，用科研

资源引导科学家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科学

研究。鼓励省（市）级地方政府加强投入，设立专项

配套资金，支持有利于与共建国家开展科技合作的科

技研发、平台建设、交流合作等。鼓励设立民间“一

带一路”科技合作专项投资基金。

加大央企、国企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力

度。产业科技创新是“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推动央企国企在科技创新、技术转移、科技

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发挥战略先导作用，形成央企国

企出海打头阵、中小企业紧跟的行动组织格局，让更

多的“中国创造”走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助力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

3.2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积极实施国际大科
学计划

积极推动民间科技组织交流渠道。充分发挥国际

科技组织（如ANSO）、区域科技联盟等民间科技平台

的作用，并积极寻求与更广泛的国际组织或国家的科

技合作，拓展民间科技组织合作网络，推动ANSO等

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间科技合作。

建立健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治

理体系，不断拓展与重点地区、重点国家的科技合作

深度，以点带面示范带动“一带一路”国际开放创新

合作新格局的形成。

加强与联合国和已有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参与

全球科技治理。主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深入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多边科

技外交活动，为民生福祉类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主动帮助共建国家提升应对全球性挑战、医疗健康等

民生领域的科技治理水平。

组织开展国际大科学计划。聚焦事关全球和区域

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围绕环境气候变化、生命

健康、绿色能源、可持续农业、物质科学等重要国际

议题谋划国际大科学计划。凝聚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的合作共识，增强合作创新能力。提升已有“数

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科学计

划等大科学计划影响力，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研成果。

3.3 建设科技创新联盟，推进技术多向转移

成立民间科技创新联盟，扩大和深化共建联合实

验室建设。聚焦生命健康、粮食安全、环境生态、绿

色技术等重点领域建设更紧密的科技发展伙伴关系，

提升“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促进科技合作中的基

础性、引领性作用，在东南亚、南亚、中东欧等“一

带一路”主要共建区域，积极搭建创新合作平台，集

成联合研发、科技人才交流与培养、科技成果宣传展

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落地等功能。

推 动 “ 一 带 一 路 ” 科 技 示 范 区 建 设 。发挥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组织

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我国

先进科技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布局，

以产业投资带动先进技术的输出。围绕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关心和有需求的

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建立海外生态文明科技推广

示范区，促进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

民生科技“走出去”。

加强标准的合作与建设。在信息安全、人工智

能、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等数字、低碳领域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标

准互认，以科技创新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认证体

系的完善，以标准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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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快科技人才培养，构筑互利共赢的创新发展
共同体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海外科教中

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ANSO等重大国际交流平台

作用，推动人才联合培养、学历互认、科研项目跨境合作

等，更高效地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健康、绿色、创

新、数字等重点领域培养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以及友华、

知华的科学家。支持国内高校与共建国家知名高校和研究

机构建立科教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一带一路”科教培训。加快培育和认定一

批“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服务机构和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中的项目管理、中介服

务、知识产权、风险管理和涉外谈判等方面培养复合

型人才。鼓励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当

地大学联合开展科教培训，培养服务“一带一路”重

点项目的实用型人才。

完善科技人才交流常态化机制，增进科技创新的

互信与合作。持续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

技人文交流规模，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主题活

动、科普宣传和教育、科技博览会、学术年会等加强

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人才的常态化的双边和

多边交流，建构多层次宽领域科技人文交流平台，稳

固壮大“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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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how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an empowe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RI co-construction. By sorting out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ince the raise of BRI,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new era are finall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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