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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2019 年度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中科院国际合作工作进展情况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 5 周年，在中科院党组高度

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院国际合作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际

合作工作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一年来，国际合作

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是深层次的、历史性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下面，我就重点工作向媒体界朋友们做介绍。 

一是我院牵头成立了首个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由沿线国家

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组成的综合性国际科技组织，为沿线各国深入开

展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促进民心相通与人文交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起机制性、保障性平台。白院长被推选为联盟

首任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和巴基斯坦科学院院长被推选为首任副

主席。在 11 月 4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有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余

名代表见证了白院长宣布联盟成立的历史时刻，充分发挥了我院的

“主场”作用。习近平主席给“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大

会的贺信中强调科技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我院结合国际创新资源分布特点，建设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取

得新的突破，全方位、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格局进一步提升。全院因

公出访 2.35 万人次，来访约 1 万人次，涉及 97 个国家和地区，与近

40 个国家开展 80 余场高层会晤，新签续签 29 份院级合作协议，推

进生态环境、人工智能等几十个前沿领域的深度合作。 

白院长当选 TWAS 院长 6 年以来，配合“一带一路”和“率先行

动”等重大决策部署，布局实施了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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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教中心建设、国际伙伴计划、国际人才计划、一带一路科技合作

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以“平台-人才-项目”为依托、

“一体、两翼、多边”为重点的发展格局。 

我院依托 TWAS、ANSO、MAB 等多边平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性问

题国际战略研究，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促进我国科

研机构和科学家的最新科研进展与全球最新科技成果深度交汇。2018

年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 40 周年，作为人与生物圈计划

国家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我院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人与生物圈国

家委员会成立 40 周年大会，以“协调人与生物圈，保护生命共同体”

为主题开展近 30 个主题报告与科普宣讲活动。通过此举，促进了我

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深度参与自然保护的国际合作研究工作，同时，

也让全球最新科技成果及时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三是中央支持我院在香港建立院属研究机构，香港创新研究院成

为香港回归以来中央首个批准的内地机构在港设分支机构。中科院参

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相关工作，刚才我已经做了介绍，就不再

赘述。  

四是我院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人才队伍、国内外合作平台，量质

齐增。通过国际合作多年培育的第三极环境、空间子午圈计划、脑科

学等的合作项目，形成多个较为成熟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种子选手”，

被纳入我院战略先导专项和国家体系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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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中巴中心作为第 10 个我院院

级海外科教中心辐射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围绕“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中面临的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等关键问题开展科研和教育合作。 

我院组织第三方独立开展的绩效评估充分肯定了我院海外科教

机构工作。近 5 年来，我院海外科教中心在带动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屡创佳绩。 

媒体朋友们，面向 2019，中科院将坚定地实施国际化推进战略，

完善合作共赢的国际伙伴网络；我们将持续推动人才的“引进来”和

“走出去”工作，构建开放、便利、舒适的创新环境，汇聚和凝聚全

世界最优秀的科研人才；我们将抓住“香港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

科技组织联盟等重大对外合作发展机遇，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为我

院国际合作打开新的发展局面，为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发挥先导和

关键作用，围绕重大挑战和全球热点问题提供方案、贡献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