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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俄两国科技互补性强, 从战略高

度继续扩大两国的科技合作, 对促进两国的

科技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俄

罗斯的科技优势, 对 /十五 0期间国际科技合
作重点项目计划中对俄合作项目执行情况及

成果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针对当前中俄

科技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开展

中俄科技合作的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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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俄两国经济基础和发展历

史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双方很强的互补性

质,地缘政治因素客观上也推动着中俄两国之间广

泛的互利合作。中俄两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优

势,有着很大的互补性。 1992年 12月 16日中俄双

方正式签订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

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6; 2000年 11月在中俄两国总

理定期会晤期间,双方正式签署5创新领域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6; 2006年和 2007年中俄两国互办 /国家

年0,表明两国政府对科技合作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两国科技合作取得很大进展, 双方都从

中获得很大利益。从战略高度继续扩大两国的科技

合作, 增强两国的创新能力, /做共同创新的科技合

作伙伴0成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 1]。在中俄科技合作分委会例会

上,双方讨论了从政府层面推动开展一些中长期、大

规模科技合作项目的问题, 并为此交换了一批重点

合作项目清单。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基本上是俄

罗斯的优势领域,而且绝大多数在我国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是重大或重点项目, 开展好这些

项目的合作有助于通过有效的合作提高两国科技合

作水平。

二、俄罗斯的科技现状

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 许多研究都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 在数学、理论物理、核物理、激光、超高频电

子、能源、材料科学以及航空航天器材等方面都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俄罗斯科技人

员约有 88. 5万人, 其中研究人员约 41万人,技术人

员 7. 2万人,科研辅助人员 23万人。物理学和数学

方面的人才比重上升,而技术人员的数量则下降。

俄罗斯的科研体系大致可分为 3大系统: 科学

院研究系统、工业设计研究系统以及高等院校和附

属科研系统。科学院研究系统以俄罗斯科学院、俄

罗斯工程科学院、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 3大综合

研究院为核心,包括俄罗斯医学科学院、俄罗斯农业

科学院、俄罗斯林业科学院等专业研究院及其遍布

全国的分支机构,它们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拥有数

以百计的科学院士、通讯院士和工程院士, 其中有很

多人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俄罗斯的工业设计研究

系统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并与工业生产部门联系密

切,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世界的

制造设计机构,如苏霍伊飞机制造局、图波列夫飞机

设计局等。俄罗斯的高等院校有良好的教学与研究

相结合的传统,许多著名大学既是教育中心,也是科

研开发中心,如: 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鲍曼科

技大学、圣彼得堡科技大学、莫斯科动力学院、莫斯

科航空航天大学等。据 2003年统计, 俄罗斯共有各

类科研机构 3 797个, 其中科学研究组织 2 564个,

设计局 228个,勘探设计组织 68个, 实验工厂 28家,

高等院校 393所, 科研生产企业 248家, 其他科研机

构 268家。这些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应用领域, 其

中 21%集中在 3大科学院 [ 2]。

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仍保持了科技体系的完

整性, 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屡有建树。 2000年 5月,

俄联邦政府对本国科技实力进行了全面评估, 结果

表明, 在当今世界 102项尖端科学技术中, 俄罗斯有

77. 45%处于世界前列, 其中 52项保持世界主导地

位, 27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在高新技术研究方面, 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始终

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据俄罗斯联邦工业科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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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在当今世界决定发达国家实力的 50项重大技

术中, 俄罗斯在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 12) 17

项技术领域可以同西方发达国家一争高下; 在当今

世界决定发达国家实力的 100项突破性技术中, 俄

罗斯有 17) 20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有 25项经过

5) 7年的努力可以达到国际水平。根据美国的评价

表明,在信息交换、处理和信息安全技术,定位、导航

和定时技术 (包括惯性导航和相关配件、重力仪和梯

度仪以及无线电和数据导航系统工程等 ), 能源储

存、整流技术, 以及生物传感器技术等方面, 除美国

外,世界上只有俄罗斯具有全面的研制与开发能力,

而在能源转换和发电技术方面, 俄罗斯又在美国

之上 [ 3]。

俄罗斯最值一提的是军工和宇航技术, 这两个

领域集中了俄罗斯最优秀的科研力量, 也最集中地

体现了俄罗斯的科技潜能。无论在宇宙太空的研究

开发方面,还是在各类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 俄

罗斯都毫不逊色于美国。武器专家们认为, 俄罗斯

的等离子体武器技术至少要领先美国 50年以上, 俄

罗斯载体激光制导武器的射程远远超过美国, 俄罗

斯潜艇的隐身性和壳体保护性均优于美国同类产

品。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全面掌握空间站制导、

发射和回收技术的国家。其小卫星总体设计技术及

其姿态与轨道控制和发射、自主导航、登月飞行技术

和空间飞行器系统技术、载人飞船部件、卫星和飞船

材料抗高速粒子撞击技术以及空间材料加工技术等

都处于世界前列 [ 4]。

三、/十五 0期间中俄科技合作项目
实施总体情况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是国家层面上首个

旨在通过整合、统筹,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提高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对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平

台。/十五0期间,通过该计划的实施, 推动了中俄科

技合作平台的建立,充分调动了全国各地方、部门的

科技合作资源,拓宽了合作渠道和合作领域,深化了

合作内容,有效地推动了中俄科技合作的发展。

1. 项目安排

2001) 2005年, 我国共资助对俄合作项目 95

项。项目归口部门所在地涉及 21个省份, 项目集中

于北京、黑龙江、吉林、浙江、四川、湖南和山东 7省

区,占项目总数的 73%, 如图 1所示。

  /十五0期间, 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类型主要为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图 2), 分别占项目总数的 20%

图 1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项目国内地区分布

图 2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类型分布

和 69%,涉及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技术、材

料科学技术、化学与化工、交通科学技术、工程与技

术、信息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及前沿与交叉等 10

大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技术和工程与技

术两大领域 (表 1,图 3)。

表 1 中俄科技合作项目领域分布

学科领域
科研院所

承担项目数

大专院校

承担项目数

企业承担

项目数
合计

能源科学技术 4 6 0 10

信息科学技术 4 2 2 8

材料科学技术 15 9 0 24

工程与技术 10 9 1 20

化学与化工 4 0 0 4

地球科学 5 0 0 5

前沿与交叉 1 2 1 4

生命科学 9 1 2 12

交通科学技术 1 1 1 3

环境科学技术 4 1 0 5

  图 4是中俄科技合作项目承担单位的类型分

布。从图 4可看出, 中俄科技合作项目大部分由大

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 其中科研院所所占比例最

大。此外, 企业也承担了一些合作项目。

由表 1可看出, 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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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学科领域分布

图 4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项目承担单位类型分布

所占比重显著,其中化学与化工、地球科学领域的中

俄科技合作项目都为科研院所承担。大专院校承担

项目数在能源科学技术、前沿与交叉、工程与技术和

材料科学技术领域占据较大比重, 其中在能源科学

与技术领域和前沿与交叉领域所占比重大于科研院

所。企业承担项目所占比重较小, 主要分布于信息

科学技术、交通科学技术、生命科学、前沿与交叉和

工程与技术 5大领域, 其中在交通科学技术领域所

占比重相对较大。

2. 经费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 /十五0期间, 国家财政投入的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0经费及科技部 3大计划

配合投入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中用于对俄合作

的经费总计 10 107万元, 引导其他部门和地方配套

投入了 4 682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 34 068

万元, 外方合作单位投入了 3 420万元。/十五0期

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通过集成、整合共投入中俄合

作经费累计约 52 277万元。

  从统计数字看 (图 5) , 2002年项目经费投入最

大, 2003) 2005年经费投入差别不大, 2001年最少。

3. 人员投入

/十五0期间, 共有 2 453位研究开发人员参加

了中俄科技合作项目, 其中中方参加人员为 2 108

图 5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经费投入年度分布

人,俄方参加人员为 345人 (见表 2)。中方参加人员

中有 47. 91%具有高级职称, 14. 23%具有博士学位;

俄方参加人员有 76. 81%具有高级职称, 57. 1%具有

博士学位。表 3为各领域参加人员高级职称的比

例,其中中方在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和工程与技术领

域参加人员中高级职称的比例偏低, 而俄方在交通

科学技术领域参加人员中高级职称比例偏低。

表 2 2001) 2005中俄科技合作项目参加人员统计

(单位:人 )

立项年度 项目数 总人数 中方人数 俄方人数

2001 5 98 83 15

2002 22 1244 1152 92

2003 17 190 152 38

2004 25 358 255 103

2005 26 563 466 97

总计 95 2453 2108 345

表 3 各领域参加人员中高级职称的比例

学科领域 中方高级职称比例 俄方高级职称比例

能源科学技术 50. 0% 50. 0%

信息科学技术 31. 6% 50. 0%

材料科学技术 55. 4% 76. 6%

工程与技术 27. 4% 64. 2%

化学与化工 44. 2% 73. 7%

地球科学 64. 2% 83. 3%

前沿与交叉 58. 3% 53. 8%

生命科学 46. 2% 66. 7%

交通科学技术 52. 4% 33. 3%

环境科学技术 61. 4% 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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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0期间中俄科技合作项目
成果和效益分析

  在对俄科技合作中, 通过引进、吸收俄方先进技

术,为解决制约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

和科学难题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创建双边国际合

作与交流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和机制;

通过跟踪、参与科学技术前沿, 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 在某载人潜水器中,通过中

俄科技合作,使我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某领域潜水设计技术国家, 为我国在该

领域科学的发展和某地质条件下矿产资源的勘探提

供了技术保障。

/十五0期间,中俄科技合作紧密围绕我国的国

家目标,坚持 /以我为主0、/有所为, 有所不为0的方

针,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实效得到很大提

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 至 2007年

底, /十五0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支持的对俄合作项目

已结题 28项 [ 5]。

1. 论文产出情况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实施, 中俄科技合作

结题项目共发表了论文 596篇, 其中国内发表论文

415篇,国外发表论文 181篇; 其中 109篇被 SC I收

录, 77篇被 EI收录。

表 4 中俄科技合作论文产出效率 (单位: 篇 )

领域
论文

总数

SCI/

EI数

专项
经费

(万元 )

百万专项
经费产出

论文总数

其中
SCI/EI

论文数

项目平
均产出

论文数

其中
SCI/EI

论文数

能源科学技术 83 8 990 8. 38 0. 81 8. 30 0. 80

信息科学技术 80 12 563 14. 21 2. 12 10. 00 1. 50

材料科学技术 171 80 1865 9. 17 4. 29 7. 13 3. 33

工程与技术 200 8 4517 4. 43 0. 18 10. 00 0. 40

化学与化工 4 3 225 1. 78 1. 33 1. 00 0. 75

地球科学 18 5 408 4. 41 1. 23 3. 60 1. 00

前沿与交叉 8 4 293 2. 73 1. 37 2. 00 1. 00

生命科学 118 11 956 12. 34 1. 15 9. 83 0. 92

交通科学技术 6 1 230 2. 61 0. 43 2. 00 0. 33

环境科学 13 4 250 5. 20 1. 60 2. 60 0. 80

  数据说明: 统计范围为 2001) 2005年立项的 28个已结题项目 (截至 2007

年底 ), 以及 67个未结题项目的成果进展数据。

  由表 4数据可看出, 中俄科技合作各领域百万

元专项经费产出 SCI /EI论文数及项目平均论文产出

SCI /E I论文数差异显著。 10大领域中材料科学技

术的 SCI /EI论文产出效率最高, 信息科学技术和前

沿与交叉的 SCI /E I论文产出效率较高。

2. 专利产出情况

截至 2007年底, /十五0期间立项的中俄科技合

作项目已申请国内发明专利 111项, 申请国外发明

专利 53项,获国内外专利授权共计 56项, 其他类型

专利 47项 (表 5) ; 制定国家标准 19项, 行业标准

12项。

表 5 中俄科技合作专利产出效率 (单位: 件 )

领域
国内专利

申请数

国外专利

申请数

获得专利

授权数

千万专项
经费获得

专利授权数

项目获得
专利授权

均数

能源科学技术 3 3 3 3. 03 0. 30

信息科学技术 2 1 1 1. 78 0. 13

材料科学技术 20 5 6 3. 21 0. 25

工程与技术 54 31 32 7. 08 1. 60

化学与化工 2 1 1 4. 44 0. 25

地球科学 1 1 1 2. 45 0. 20

前沿与交叉 2 1 1 3. 41 0. 25

生命科学 15 6 6 6. 28 0. 50

交通科学技术 0 0 0 0. 00 0. 00

环境科学 12 4 5 20. 00 1. 00

  数据说明: 统计范围为 2001) 2005年立项的 28个已结题项目 (截至 2007

年底 ), 以及 67个未结题项目的成果进展数据。

  /十五0期间, 中俄科技合作各领域千万元专项

经费获得专利授权数的差别非常显著, 相对其他领

域,环境科学领域获得专利的能力最高, 每千万元专

项经费获得专利授权数为 20件, 交通科学技术领域

获得专利能力相对最低。

3. 人才技术的培养和引进

至 2007年底, 通过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的实施,

已培养博士后 33人,博士 168人,硕士 133人,培养

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111人。引进博士后 6人, 博士

46人,硕士 160人,工程技术人员 6人。此外, 引进

外方关键技术 120项。

五、加强中俄科技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中俄两国在科技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进一

步开拓这一方面的潜力, 是今后实施中俄科技合作

的主要导向,在对 /十五0期间/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

目计划0中对俄合作项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

为,今后开展中俄科技合作应重点完善以下对策和

管理措施。

( 1) 加大对中俄科技合作的投入力度, 促进重

点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加大国际科技合作经费投入力度, 大力推

动与俄方一流机构和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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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跨越式发展, 特别是在新能源、资源与环

境、生物医药、农业、信息科学、材料与先进制造以及

俄方其他具有明显优势的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通过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科技

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 同时,注重加

强以经济利益驱动的高科技产业化方面的合作。

( 2) 完善中俄科技合作项目评审、立项机制

在项目选择上, 重点支持周期长、投入大、对国

民经济显示度高的重大项目开展对俄合作。在项目

评审机制上,计划管理部门应加强专家库及包含项

目申请人、项目负责人、承担单位、项目组织部门等

在内的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监督, 健全项目管

理、咨询的监督制约机制。

( 3) 开展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绩效评估, 加强项

目监督检查和跟踪管理

开展绩效评估, 有利于加强对项目效果的监督

检查。应委托第三方组建专家组开展中俄科技合作

项目评价研究;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合理方法分析对俄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效, 及时发现

问题; 建立并完善对年度结题 (完成 )验收项目进行

绩效考核的机制,提高合作效率。

( 4) 完善成果管理机制,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俄合作中, 应提高项目执行者的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充分体现 /以我为主、

互利共赢0的合作方针, 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中方创

新成果。项目承担单位在与俄方合作单位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时,应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条款或者双方另

行签署专门的知识产权协议,对合作中所涉及或产

生的知识产权归属及权益分配、违约责任、争议处理

等知识产权事项做出具体约定。

( 5) 采取灵活多样的科技合作方式

在对俄合作中, 可以灵活采取技术许可、技术转

让、顾问咨询、技术服务、人员交流培训、合作研发、

合作生产以及合作基地建设等多种形式, 动态了解

俄罗斯最新科技水平、最新适用技术和人才状况, 在

国家、部门和单位多个层次上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

中俄科技合作。

( 6) 加强中俄科技合作基地建设

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引进、消化和吸收俄罗斯高新技术、促

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 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

下, 建立一批对俄科技合作的科研、中介和孵化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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