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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
区域发展的实践与建议

聂晓伟 1,3 潘小多 1* 张卓颖 1 杨 洋 2 杨 洋 3 龚心语 1,4

1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  101160

3 西藏大学  生态环境学院  拉萨  850000

4 兰州大学  生态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10 年以来，在推动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国内区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

是重要的国际化区域，更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组成部分，面临着打通南亚陆路通道的新机遇。文

章结合实际案例对“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进行了分析，系统梳理了当前“一

带一路”下的青藏高原地区的国际合作情况，包括科技合作计划与项目、国际合作组织、科学数据

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进展，总结了其中存在的成效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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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一带 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契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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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界发展的形势和潮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具体实践。截至 2023年 6月，中国已经同 152个

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1]，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以下简称

“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一批建设项

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合作共赢。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11月出

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对“一带一

路”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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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新时期我国打造对外开

放新格局的内在需求，也是新征程下对内引领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各个

区域发展战略相对接，将国内各区域分散的开放节点

串联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网络，可对我国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进行深化和拓展，从而更好地引领区域

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我国区域间发展

的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自“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国内区域资源互补、协同合

作明显加强，向东开放不断深化、向西开放不断扩

大，其中，“长三角”搭上了中欧班列，“粤港澳”加

强与共建国家的合作，“青藏高原”加强与尼泊尔合

作推动打通南亚通道。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和重要驱动力，也是“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

要抓手。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是重要的国际

化区域，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对青藏高原的区域发展支撑具有典型

性示范作用，本文以青藏高原为例，阐述“一带一

路”科技合作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并提出“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体系

1.1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态势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

态势。在研发投入方面，共建国家在技术创新、科研

合作、科技产业发展等领域加大投入，推动科技合作

成果转化和共享，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的建设。我

国与共建国家的科研合作逐渐加强，在论文合作方面

表现较为明显。基于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

对近 10 年共建国家的合作论文进行搜索①，数量由

2014年的 8 707篇，增长至 2021年的 28 744篇，同比

增长230.13%（图1）。合作领域重点聚焦在材料科学、

工程电气电子、应用物理、环境科学和化学物理 5个

领域（图2）。

青藏高原自身的地理位置有其国际上的独特

性，是涵盖国际、国内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以与我国合作密切的

尼泊尔为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

大学，与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和尼泊尔科学院等

有着广泛的科技合作与交流。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两国合作发表的论文主要聚焦在环境科学和卫生

医疗 2 个方面 （图 3）。尼泊尔地理位置独特，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同时也面临着环

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挑战。我国与尼泊尔开展的

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适应等

领域，以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同

时，我国与尼泊尔在医疗合作方面也有广泛的机

会和潜力。医疗合作主要包括医疗技术交流、医

学研究合作、人员培训和医疗设施建设等方面。

在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传染病治疗和健康

管理等领域，中尼合作可以互相分享经验和资

源，共同应对医疗挑战。2022 年中尼外长在会谈

① 检索时间范围为2014 年 1月 1 日到 2021年 12 月 31日，本文中涉及论文产出分析数据图，皆以该检索数据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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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致表示将构建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

络，我国西藏与尼泊尔在科技合作领域也将会有

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以我国与巴基斯坦开展科技合作发表的论文情况

来看，数据分析发现两国合作发表的论文主要聚焦在

碳排放和水资源等方面（图4）。巴基斯坦属于热带气

候，以山区和丘陵地貌为主，气温高降水少，拥有丰

富的煤炭和天然气等矿产资源，面临着空气污染和水

资源短缺问题。我国和巴基斯坦在碳排放和水资源等

方面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科研合作、政策交流、技术转

让等多个层面，旨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研究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和策

略，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如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等；青藏高原是

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其中的因都河和布拉马

普特拉河都流经巴基斯坦，中巴两国在水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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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与共建国家开展科技合作论文产出趋势变化（2014—2021年）

Figure 1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key areas of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from 2014 to 2021

应用数学
天体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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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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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与共建国家开展科技合作论文产出重点领域分布及变化（2014—2021年）

Figure 2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key areas of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from 201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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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警、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同保护

和利用这些重要的水资源。

1.2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的重点领域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主要聚

焦健康、绿色、数字和创新4个重点领域。

（1）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带动区域健康与医药产

业的发展。健康问题是人类发展中所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健康丝绸之路建设，重点包括应对重大传染病、

图 3 我国与尼泊尔合作论文网络图（2014—2021 年）

Figure 3　Network diagram for China-Nepal research cooperation from 2014 to 2021

图 4 我国与巴基斯坦合作论文网络图（2014—2021 年）

Figure 4　Network diagram for China-Pakistan research cooperation from 201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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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助、先进医疗技术与健康产业、信息化建设与

传统医药合作等，应在这些领域全方位深化技术合

作、统筹施策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品牌、加强创新机制

与国际合作。

（2）以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引领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技术前沿。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也是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共建国家

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灾害风险增

加、海洋生态安全等环境问题，科技合作重点包括

“气候—水—生态”协同变化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治理、灾害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体系、海洋负排

放等方向，提倡建立“监测—研究—预警—服务”平

台、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合作与区域示范、创建新

型减灾合作“机制—框架—平台”、建立海洋碳汇

“方法—技术—规范—标准”、推动和培育国际大科学

计划。

（3）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升区域数字前沿科技

水平。数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资源。尽管目

前我国与共建国家的数字化合作与创新发展势头良

好，但受相关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与制约，数据前沿

科技普遍缺乏自主核心技术，数字标准国际话语权较

弱。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方向包括推进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跨境电商智能化水平、推动

数字化创新突破与深度合作、探索建立共建国家合作

创新治理新机制、多渠道开展数字化能力建设科技

合作[3]。

（4）以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服务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需求。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当

前，世界科技创新秩序面临重构，国内外政治经济格

局新变化和新形势对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未来创新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包括打造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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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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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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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路径

本文提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

域发展的路径示例，聚焦区域发展的需求，围绕健

康、绿色、数字、创新 4 个重点领域，从科学数据、

法律法规、国际组织、合作平台 4个方面推进。在此

基础上，结合区域典型特征、结合合作案例、构建科

技指标体系、完善科技合作新机制，形成科技合作支

撑区域发展的科学体系，提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

的实现路径（图5）。

（1）法律法规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提供了基

础保障。科技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

障。法律法规明确了合作方在实施合作项目过程中的

责任和义务，保护知识产权，解决争议，并促进可持

续发展。

（2）科学数据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提供了基础通

道。科学数据是指在进行科学活动中所产生的数据，

以及通过各种数据，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始数据及

图 5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框架图

Figure 5　Framework for the Belt and Road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cooperation supporting Tibetan Plateau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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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衍生出的相关数据[4,5]。科学数据也为区域发展提供

了基础通道。科学数据服务区域发展主要包括数据采

集与收集、数据研究与分析、路径和方法 3 个部分

（图 6）。在数据采集方面，对青藏高原典型区域，对

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进行数据采集与收

集，同时采取综合文献调研、数据中心、专家咨询等

多种方式开展调研，进一步对统计分析、大数据分

析、深度学习处理，进一步对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区域发展需求，确定科技合作

支撑区域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3）国际组织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提供了重

要渠道。国际组织凝聚全球广泛的科学资源、人才资

源、创新资源，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的重要载

体，包括“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

中关村论坛、大湾区科学论坛（GSF）、博鳌亚洲论坛

等，都是支撑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

（4）平台机构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提供了可

持续动力。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在推动创新合作开

放、科技人文交流、共建重大平台、技术转移推广等

方面为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发展提供了可持续动力。中

国科学院长期致力于海外科教中心建设，现已在加德

满都、曼谷、伊朗等地设立了10家海外科教中心，是

推动并深化与共建国家之间科教合作的重要举措。

2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域

发展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下，围绕法律法规、科学数据、

国际组织和平台，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国

际合作组织平台、疫情预测、科学数据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限于篇幅，仅以具体典型案例来阐述“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的进展。

2.1 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

作为“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集聚地，是众多珍

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等原因，青藏高原面临“亚洲水塔”失衡、

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给筑牢青藏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造成较大压力。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所”）会同ANSO

积极向全国人大报送咨询建议，围绕青藏高原生态安

科学数据支撑区域
协调发展路径和
方法研究

数据研究与分析 调研与研讨

统计分析

大数据分析

深度学习

文献调研

数据中心调研

专家咨询

路径和方法研究 区域协调发展

国防、生态安全

特色产业发展

......

数据采集与收集
青藏高原

粤港澳大湾区

自然地理

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

地形、地貌、自然灾害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产业、经济、人文

图 6 科学数据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图

Figure 6　Roadmap for scientific data support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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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布局、保护修复、风险防控以及加强“一带一路”

合作等方面配合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工作。

2023年 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自 2023

年 9月 1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从国家层面立

法规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专门法律，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为

保护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生态根基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2023年 7月 31日，

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做出了关于全面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

决定，就明确西藏主体责任，确保保护法落地、协同

推进保护法实施做出规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明确

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适用范围、确立基本原则、

健全管理机制、统筹生态安全布局，为青藏高原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和提供了遵循与依据。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立法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科技合作的推动，国家立法

中也更加需要考虑国际化。

2.2 青藏高原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与组织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果，

青藏高原作为“一带一路”关键区域，多年来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布局国际科技合作格局，围绕重

点关键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并颇有成效（图7）。青

藏所致力聚焦于青藏高原研究，牵头和参与的国际科

技合作是青藏高原国际科技合作的典型代表。

青藏所牵头发起的“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

划[6]，自 2010年起逐步建成中国北京、尼泊尔加德满

都、美国哥伦布、瑞典哥德堡、德国法兰克福 5个实

体科学中心，形成了TPE中心全球网络，建设了国际

旗舰观测网络，定期组织资深专家论坛、国际地学大

会TPE分会、青年人才培训班及空中课堂，成为世界

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的长期合作

伙伴。

2009，“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中国北京总部
2010，TPE尼泊尔加德满都分中心 2015，TPE美国哥
伦布分中心
2018，TPE瑞典哥德堡分中心
2019，TPE德国法兰克福分中心
2019，西亚伊朗中心 

图 7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的青藏高原国际科技合作布局

Figure 7　Layout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on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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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依托TPE加德满都中心，青藏所建立了

中国科学院加德满都科教中心（KCRE），推动并深化

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不丹等南亚国家的科教

合作，形成跨喜马拉雅区域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平

台，依托KCRE招收的留学生数量位居中国科学院前

列。2019年青藏所与伊朗德黑兰大学达成协议，在德

黑兰大学共建联合考古研究中心和西亚中心，这是伊

朗国内唯一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四大平

台——观测研究平台、科教融合平台、学术交流平台

和战略咨询平台，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信息

咨询，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青藏所也是ANSO秘书处的依托单位，作为“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首个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围

绕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实施AN‐

SO奖学金、联合研究、专题网络、科技合作发展奖、

举办国际会议、开展访问学者计划和发布咨询报告，

已发展来自 48 个国家的 67 个成员机构，对于促进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ANSO还发起了大湾区科学论坛，已成功举办

两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大湾区科学论坛

致贺信。大湾区科学论坛将致力于为各国政要、国际

顶尖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国际著名创新企业家及金

融界专家等各界人士打造一个共商共建共享全球科学

发展与合作的高端平台。

青藏所还依托ANSO于2019年推动建立了跨大陆

交流与思路文明联盟（ATES）。ATES联盟的建立旨在

通过跨学科、跨区域、跨语言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进

一步深化丝路沿线气候环境变化、东西方交流与丝路

文明演变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解。目前ATES联盟已经

建立了6个工作组，有上百名中外科学家加入了ATES

的各类活动。

由青藏所承建的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TPDC）深度参与青藏高原区域发展，以科学数据促

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目前已与国际山地综合开

发 中 心 （ICIMOD）、 美 国 国 家 冰 雪 数 据 中 心

（NSIDC）和WMO等机构开展国际科技合作。2019年

TPDC与WMO签订合作协议，加入WMO“全球综合

冰冻圈信息系统计划（IGCryoIS）”，开展第三极区域

冰冻圈多源数据获取和共享；在 2019 年与 NSIDC 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共同为青藏高原TPE国际科学计划

提供数据服务；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TPDC 与 ICI‐

MOD召开网络会议，在数据交换、观测支持、能力建

设和联合研究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2.3 “一带一路”疫情预测

在ANSO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

等研究机构密切合作，采取数据同化等多学科交叉方

法，研发了ANSO-PFIP （ANSO Pandemic Forecast In‐

formation Platform）新冠疫情数据同化实时预报模型

平台[10,11]。ANSO-PFIP在线业务化运维时间超过30个

月，形成了“数据→知识→决策”疫情信息发布体

系，推动了科学研究向信息化、智能化研究范式的转

变。ANSO-PFIP面向包括ANSO成员机构和所在国在

内的全球 191个国家发布新冠疫情预报预测及发展趋

势信息。ANSO-PFIP即时预报精度超过90%。ANSO-

PFIP平台曾于疫情期间在西藏地区积极开展疫情预测

并给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建议，为青藏高原科学抗疫作

出了积极贡献。该成果连续入选2021、2022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实践案例。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驱动力，通过科技合作，“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可以探索跨平台、

跨学科、跨领域的科学研究新范式，为健康丝绸之路

作出积极贡献。

2.4 数据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是全国唯一的负责青

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各类科学数据的收集/汇交、存储、

管理、集成、挖掘、分析、共享和应用推广，并通过

与NSIDC和 ICIMOD等中心合作形成该区域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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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最全、最权威的数据中心[12-14]。目前，已在青藏

高原战略资源储备、川藏铁路建设、雅鲁藏布江下游

水电开发调研、区域灾害监测、区域可持续发展指

标、气候变化等方面助力区域绿色发展（图8）。2021

年，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西藏分中心和青海分

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实现了科学数据异地数据镜像，

保障科学数据安全，开展青藏高原生态、水文、地

理、环境等方面的数据集成与服务，推动青藏高原野

外台站联盟建设，服务青藏高原科技创新、生态文明

建设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与国际数据中心合

作，可以为青藏高原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完备的

数据供应链，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积极贡献。

2.5 促进青藏高原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要完善机制，

建立多层次、多学科、多国别的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

体系。青藏高原区域发展离不开一支高水平人才队

伍。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精神，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为

地方培养一支“用得上、留得下、靠得住”的科技人

才队伍的工作目标，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

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共青海省委

组织部、中共西藏区委组织部、ANSO等各部门共同

努力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开设了青藏博士研究生班（简称“青藏班”）。

自2021年以来，青藏班已招收青海、西藏班学员近50

名，为提升广大干部科学素养、深化院地合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此外，ANSO组织实施一系列人才教育和培养计

划，构建“知华友华爱华科技朋友圈”，包括奖学金

计划、访问学者计划和培训计划。ANSO奖学金计划

于2019年启动，为来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优秀青

年留学生提供资助。每年资助 300 名博士生和 200 名

硕士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

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开展学习研究。ANSO开展的培训

项目重点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在岗干

部和专家，着力提高他们的现代化理念、工作实施能

力和技术转让能力。2023 年 7 月 25 日，“一带一路”

a b

图 8 数据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示例

Figure 8　Examples of data supporting national major strategic initiatives on Tibetan Plateau

（a）支撑青藏高原战略资源储备数据［15］示例；（b）支撑川藏铁路建设的沿线典型冻融灾害分布数据［16］示例

(a) Data supporting strategic reserve of resources in Tibetan Plateau; (b) Data supporting Sichuan-Tibet rail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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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技人才国际研修班在青海西宁举行开班仪式，

该研修班专注于中医药领域的藏医药方向。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

一路”国家的110余名国际学员，以及70余名中国学

员参与了这一研修班。该研修班重点关注中国藏医药

领域的发展历程和藏医药文化的历史背景，特色临床

治疗优势，现代化进程及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等。通

过与国际学员合作，共同深入研究中国藏医药的发展

历史，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其作为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为未来更深入、更高端、更优

质的藏医药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科技合作支撑青藏高原区域发展存在的制
约和不足

虽然“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在支撑青藏高原区域

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存在着制约和

不足。主要原因为：共建国家科研实力有待加强，科

研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高；双方产业结构均有待升

级，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薄弱；双方科研资源投入较

低，对优势科技领域的扶植力度有待提升；高层次科

技人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以上因素导致

共建国家科技合作还不够深入、产出成果显示度不

高、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支撑不够。具体体现在 4

个方面。

（1）科技合作的水平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以

我国西藏为例，虽然近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得到飞速发

展，但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发展初级阶段，传统服务

业和公共事业主导的第三产业占据优势地位，而工业

产出相对有限。尽管我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

和缅甸四国接壤，但由于跨国联系和互通水平不足、

地理和制度障碍较多，以及外部环境复杂等因素，西

藏在发挥地缘优势、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方面存在严

重不足。因此，实现国家要求的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

重要通道和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任务，无疑面临

着挑战[17]。

（2）科技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展。我国西藏与

不丹、缅甸的科技合作因地缘政治的影响，面临一定

的不确定性。我国西藏在与尼泊尔的科技合作方面，

尽管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展开的科技合作中展

现出了浓厚的热情和积极态度，并已取得一定的合作

成果，但现阶段双方在科技合作领域的探索仍有其局

限性，主要合作领域集中在基础建设、现代农业、环

保、防灾减灾等传统领域，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合

作还较少[18]。

（3）合作国家的广度、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历史上受到中外科学家的关注，19

世纪西方探险家在青藏高原就开展了考察工作，青藏

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也一直是国际科学前沿研究的热

点。但是受客观条件制约，当前科技合作还主要局限

在与周边和其他少数国家。同时共建国家留学生的来

源面临结构化单一、难以实现真正国际化人才战略。

以ANSO奖学金项目为例，近年来受疫情影响，通过

ANSO奖学金申请开展青藏高原研究的奖学金的学生

人数增长缓慢、获奖学生的国别有限，一定程度影响

了青藏高原科技合作。

（4）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衔

接还需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的关键节点，也应加强与各区域发展战略的衔

接，但目前其可持续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以及在推动地球“第

三极”与“一带一路”倡议衔接方面，存在政策统筹

衔接不够的问题。此外，尽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内地与青藏高原的合作不断加强，项目、资金、人

才、平台不断加大，但在科技合作的形式主要集中在

人才援藏和培养方面，在共同推动平台建设、重大项

目、产业合作方面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导致科技

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不足。

1359



专题：科技创新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 2023年 · 第38卷 · 第9期

4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支撑区域协调发展
的政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战

略的指导统筹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完善科

技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更加精细化的国家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建议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立足共建国家发展需求，重点

围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四大重点领域，调整和

细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和推动科教机构、

企业和地方政府与共建国家或地区开展各具特色的科

技创新合作与交流。

（2）建立“一带一路”统一标准的科学数据和规

范。共建国家不同地区在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制度

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建议联合共建国家建立统

一的科学数据规范平台，开放数据共享，深化科技沟

通，推动科学数据更开放、包容发展，同时加快推进

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建立，加

强与共建国家标准化战略对接，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必要支撑，打通“一带一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

的科学通道。

（3）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汇贤聚能的载体作用。一

方面，加强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已有国际科技组织合

作，依托现有国际组织力量，如ANSO，GSF、中关

村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机构，关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点领域，推动共性问题和难题

的科技合作，并在不同区域有侧重地开展各类科技合

作；另一方面，在加强已有科技合作计划和项目的基

础上，开拓新合作领域，推动我国更多参与国际科学

组织建设。

（4）强化科技合作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共

建国家重大科技发展需求和实际条件，针对健康、绿

色、数字、创新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联合实验室，构

建新型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进一步强化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人才交流和人才培训，进一步发挥海外科

教中心作用，高效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以海外科

教中心为合作网络节点，全方位拓展科技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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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supporting developmen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IE Xiaowei1,3 PAN Xiaoduo1* ZHANG Zhuoying1 YANG Yang2 YANG Yang3 GONG Xinyu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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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over the past decad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t has also significantly impacted domestic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Tibetan Plateau, known as the 

“Third Pole” of the Earth,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ized region but also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ring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a South Asian land corridor.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support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itu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plans and projec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scientific 

data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also asse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support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this analysi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suppor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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