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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实践路径与启示
∗

方　 慈１，杨嘉麟２，马宗文１，３

（１.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
２. 香港中文大学 文学院，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３.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是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的有效手段，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 以日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
从科技计划实施、科研经费投入、科技人才培养、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等角度，深入分析日本主要科技管理机构开

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经验，包括：加强科技与外交协同、开展“一国一策”式国际科技合作、建立梯次衔接的资助

体系、全周期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搭建多类型合作网络、加强前沿科技战略研究、强化科技援助、“飞地”运行国际大

科学计划、优化管理机制等，进而提出服务支撑我国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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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各国利用国外优质创新资

源，促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加强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途径〔１〕，
其作为国家间加强科技外交、提升科技实力的重要

载体，对提升创新效益和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具有重要作用〔２〕。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开放合作

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牵头发起了深时数字地球、海
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科技创新成果的国际

影响力日益提高〔３〕，但是还面临着科技计划对外开

放力度不大、国际科技合作重点不够突出、人才队伍

国际化程度不高、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国际参与

度有待提升等问题〔４，５〕，对标世界科技强国，学习借

鉴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经验做法，对于我国进一

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日本始终重视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将其作为推

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已与 ４０ 多个国家或地区建

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并发起国际科技合作

计划，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据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ＷＩＰＯ）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全球科技创新指数（ＧＩＩ），
日本“东京－横滨”科技集群在全球 １００ 个科技集群

中排名第一，集聚了全球顶级的科技创新资源〔６〕。
２０００ 年以来，日本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与占比均持续

增加，２０２１ 年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占比达 ３６. ５６％，
比我国国际合作论文占比高出十多个百分点〔７〕。
２０２２ 年，日本在国外申请的专利数为 １８７ ５６１ 件，占
申请总数的 ４６. ２％，远超我国 ７. ７％的占比〔８〕。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 ２０ 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中，有 １４
位获奖者有早年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在国际交流

合作中，积极与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建立了 “朋友

圈”，有力推动了众多诺奖级颠覆性科研成果的

诞生〔９〕。
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日本具体管理机构、双

多边领域科技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
敖青〔１０〕、郑淳〔１１〕 从国际科技合作的组织实施机构

入手，分析日本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国际援助的组织

模式。 梁甲瑞〔１２〕、任明哲〔１３〕 从实践层面和机制层

面对日本与印度、东南亚地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逻

辑与特点进行了分析。 刘浩宇〔１４〕 从策略和实践角

度，对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体系进行了

研究。 刘江桥〔１５〕 对日本近年推出的一系列国际化

人才培养政策进行分析和特点归纳。 现有研究多用

案例剖析方法对日本国际科技合作进行局部分析，
全面系统研究日本国际科技合作的文献较少。

通过实地走访、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深
入分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新
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医疗研究开发机构、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政府机构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的经验，进而提出服务支撑我国扩大国际科技交

流合作的建议，以期为国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２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概况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政策历史沿革如图 １ 所示。
１９８６ 年，日本出台《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强调科研

的国际性，并通过加强科技外交，逐步强化国际科技

合作，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７〕。 １９９６ 年以来，
日本共发布六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国际科技

合作重点任务方向进行部署。 ２００９ 年，日本出台

《加强科技外交战略》，确立推进科技外交的基本框

架，强调“自我为主，对外有针对性合作”的合作战

略。 ２０２１ 年，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国际科技合

作策略再次发生转变，在第六期《科学技术基本计

划》中，明确提出通过推进战略性科技外交，加强与

欧盟、七国集团（Ｇ７）、亚太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等具

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合作，构建国际科技合

作网络，以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 截至 ２０２４ 年，日
本已与 ４８ 个国家和机构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

３３ 个科技合作协定〔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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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绘制。
图 １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政策制定历史沿革

在国际科技合作管理体系上，日本并未单独设

置从事国际科技合作的官方机构，其开展国际科技

合作的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级，由国家层

面制定宏观战略，各省厅积极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再
由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经费亦按照三个层级的

体系下达并拨付。 这些专业管理机构对于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拥有自主权，任命专门团队负责本机构的

国际合作项目，形成本机构国际合作政策具体落实

的管理队伍。

３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管理机构

３. １　 综合管理机构

３. １. １　 日本学术振兴会 　 日本学术振兴会（ Ｊａｐ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ＳＰＳ） 成立于

１９３２ 年，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管理，主要负责支持大

学等创新主体开展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动，是日

本科技创新系统中的重要机构〔１０〕。 ＪＳＰＳ 为理事长

负责制，设有理事长 １ 名，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任命。
该机构国际合作管理体系相对完善，由国际事务总

部主管，下设国际企划部、国际事务部分管具体业

务，并专门成立国际事务委员会，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审查等工作。 ＪＳＰＳ 在华盛顿、伦敦、北京等城市设

立了 １１ 个海外研究联络中心（办事处），便于跟进

项目在伙伴国家的执行情况。 ＪＳＰＳ 经费主要来源

日本政府拨款，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财年经费预算分别为

２ ６７８、２ ６６１、２ ８１７ 亿日元〔１７〕。 在国际合作经费预

算方面，除有明确的“国际学术交流事业”预算（每
年约 ５９ 亿日元），其余则包含在科研费（下设“国际

共同研究加速基金”）、科技人才培育费、委托业务

费等科目中。
ＪＳＰＳ 注重所有业务均从国际角度发展，还专门

制定“国际战略中期计划”，明确国际发展目标，具
体包括资助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研究、国际科研人

才交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平台、构建国际化科研环

境等 ４ 类项目（见表 １）。
表 １　 日本学术振兴会（ＪＳＰＳ）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布局

类别 项目名称 简况

１. 双多边
国际合作
计划

（１） 双边交流项
目（研究项目） 支持日本与 ２０ 多个国家开展双边联合研究。

（２） 日中韩前瞻
计划

支持日本、中国和韩国研究机构之间开展科研
合作。

（３） 国际共同研
究项目 支持日方研究人员与海外开展双 ／ 多边合作研究。

（４） 国际先导研
究项目 支持日方优秀团队构建国际学术研究网络。

（５） 研究基地建
设项目

搭建国际研究平台，共同开展项目合作、人员交流、
学术研讨等活动，分 Ａ 类尖端平台和 Ｂ 类亚非学
术平台两类。

２. 国际科
研人才交
流计划

（１） 青年研究人
员海外挑战计划 支持日本在读博士出国短期学习研究。

（２） 外国博士后
奖学金

支持特定国家的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日本开展 ３－６
个月短期交流学习。

（３） 国外特约研
究员（欧美短期）

支持美欧国家优秀博士 ／ 博士后研究人员来日本开
展 １－１２ 个月短期交流学习。

（４） 外籍特约研
究员（普通）

支持国外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日本开展 １２－２４ 个月
研究学习。

（５） 外籍特聘研
究员 （保留晋升
职位）

支持在日完成博士学位的年轻外国研究人员出国
开展 １２－２４ 个月的进修学习。

（６） 国外特邀研
究员

支持国外优秀高级职称研究人员来日本开展短期
（１４－６０ 天或 ２－１０ 个月）学术交流。

（７） 国外特邀研
究员（短期）

支持国外诺贝尔奖级别的顶尖科学家来日本开展
７－３０ 日的学术指导。

（８） 论文博士学
位支援（面向亚、
非国家）

支持亚非国家优秀研究生通过提交论文在日本获
得博士学位。

（９） 日德联合研
究生院计划

支持日本和德国两国大学相互接收、共同培养博士
生研究生。

（１０）特别外国研
究人员暑期项目
（语 言、 文 化 指
导）

支持欧美 ６ 个国家的年轻研究人员利用暑期或博
士毕业前后 ２ 个月来日本进行语言文化熏陶。

３. 参与并
搭建国际
学术交流
活动平台

（１） 全球研究理
事会（ＧＲＣ）

日本作为理事会成员，每年参与并策划 ＧＲＣ 相关
活动。

（ ２ ） 科 学 前 沿
（ＦｏＳ）研讨会 训练营式的研讨会。

（３） 林道诺贝尔
奖获得者大会

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理事会和林道诺贝尔奖获
得者会议基金会赞助，支持青年研究人员参会。

（ ４ ） 诺 贝 尔 奖
对话

邀请诺奖获得者在内的顶尖科学家围绕特定社会
问题举办公开研讨会。

（ ５ ） 希 望 会 议
（Ｈｏｐ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组织亚非地区优秀研究生与诺奖获奖者等进行研
讨交流。

（ ６ ） 国 际 交 流
研修

培养对国际交流具有广泛了解和实践经验的专业
人员。

（７） 海外研究联
络中心

加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关系，向世界
传播日本学术研究。

（８） 海外校友俱
乐部

为参与人才交流计划的科研人员提供后续交流
平台。

（ ９ ） 双 边 交 流
项目 以研讨会形式开展双边学术交流。

４. 构建国
际化研究
环境

世界顶尖研究基
地计划 （ ＷＰＩ 计
划）

集聚世界顶尖人才，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科研环境
和顶级研究水平的研究基地。 基地要求：研究人员
７０－１００ 名、世界级学科带头人 ７－１０ 名，且 ３０％以
上为外国研究人员。 一般支持 １０ 年，资助经费 ７
亿日元 ／ 年。 目前已在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机构
设立 １０ 多个基地。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ＰＳ 网站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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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ＳＰＳ 主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时长与经费

分布如图 ２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ＰＳ 网站信息绘制

图 ２　 ＪＳＰＳ 主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时长与经费分布图

３. １. ２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日本科学技术振

兴机构（Ｊａｐ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ＪＳＴ）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是实施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的核心机构，隶属于文部科学省，旨在通过科技创新

为日本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 ＪＳＴ 为理事长负责

制，设有理事长 １ 名。 ＪＳＴ 设有国际部，重点管理全

球性课题应对国际科技合作计划（ＳＴＡＲＥＰＳ）、战略

性国际联合研究计划（ＳＩＣＯＲＰ）两类计划，ＪＳＴ 将国

际科技合作业务渗透到多个部门，旗下亚太研究中

心、樱花计划推进部、科研项目推进部等均有国际业

务。 ＪＳＴ 在 ５ 个国家设立了海外代表处或联络处，
旨在与伙伴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并及时了解当地科技

动态。 ＪＳＴ 经费主要来源是日本政府拨款，２０２３ 年

经费预算为 １ １０２ 亿日元。 在国际合作经费预算方

面，除有明确的“先端国际基金”预算（每年约 １ 亿

日元），其余则包含在运营费、创新研发基金等科

目中〔１８〕。
国际科技合作是 ＪＳＴ 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目标：一是基于政府间协议推进战略性国

际科技合作，为在日外国研究人员提供保障；二是支

持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一体化国际科

学技术研究开发。 具体项目包括：国际科技合作研

究、青年人才科技交流、科学技术信息平台建设、国
际科技合作基础设施开发、国际科技战略研究等 ５
类（见表 ２）。

表 ２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ＪＳＴ）国际合作项目布局

类别 项目名称 简况

１. 国际科
技 合 作
研究

（１） 全球性课题
应对国际科技合
作计划（ＳＴＡＲＥＰＳ）

资助日本研究人员与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共同开
展气候变化、生物资源、生命健康等领域研究，有效
应对全球挑战。

（２） 战略性国际
联合 研 究 计 划
（ＳＩＣＯＲＰ）

双边联合研究
计划

支持日本研究人员与伙伴国家
聚焦共同研究领域开展联合
研究。

双边国际人才
交流新模式推
广计划

面向美、英、德、意、澳、法、加等
国开展数字科学、人工智能和量
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国际人才
交流。

多边： 日 欧 联
合 研 究 计 划
（ＥＩＧ －Ｊａｐａｎ）

支持日本研究人员与欧洲国家
开展联合研究。

多边： 日 非 联
合 研 究 计 划
（ＡＪ－ＣＯＲＥ）

支持以日本和南非为中心，围绕
环境科学等领域开展三个及以
上国家的多边合作研究计划。

多边： 亚 洲 地
区联合研究计
划（Ｅ－ＡＳＩＡ）

支持日本与亚洲地区研究人员
开展材料、能源、农业、环境和尖
端交叉学科领域的多边合作。

多边： 贝 尔 蒙
特 论 坛
（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Ｆｏ⁃
ｒｕｍ）

旨在通过活动，链接国际资源，
加速开展气候变化、水安全、防
灾减灾等方面制约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问题研究。

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

重点面向东盟、印度、中国等，开
展研究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侧重
环境、能源、生物资源、信息通信
等领域。

国际紧急联合
调查研究支持
计划（ Ｊ － ＲＡＰ⁃
ＩＤ）

在发生紧急意外事件，为急需开
展的调查研究活动提供支持。

（３） 尖端国际科
技合作计划（ＡＳ⁃
ＰＩＲＥ）

支持科技领先国家高端研究人员 ／ 机构与日方开展
国际联合研究，构建尖端研发网络。

２. 青年人
才 科 技
交流

（ １ ） 樱 花 科 学
计划

邀请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赴日本短期访问，与
日本科技人员等开展交流。

（２） 其他青少年
交流活动

支持举办“国际科学技术比赛支援”“科学甲子园”
“全球科学校园” “亚洲科学夏令营”等项目，加强
同其他国家或地区青少年交流。

３. 科学技
术信息平
台
（ ＪＩＰＳＴＩ ）
建设

（１） 全球科技情
报数据库（９ 个）

包括预印本服务器（ Ｊｘｉｖ）、科技信息传播系统（ Ｊ－
ＳＴＡＧＥ）、科技联络中心（Ｊ－ＧＬＯＢＡＬ）、日本 ＤＯＩ 学
术信息管理中心（ ＪａＬＣ）、全球研究人员职业信息
使用数据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ｐ）、全球科技人才招聘门户
网站（ ＪＲＥＣ － ＩＮ Ｐｏｒｔａｌ）、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
（ＪＤｒｅａｍ ＩＩＩ）、生命科学数据库（ＮＢＤＣ）和 ＪＳＴ 项目
数据库

（２） 中国科学门
户（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致力于收集和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促进相互了
解、开展研究、建立网络和建立中国文献数据库。

（３） 科研项目综
合 检 索 系 统
（ＧＲＡＮＴＳ）

可在各实施组织和项目之间综合搜索根据国家促
进科研的政策等开展的研究项目。

４. 国际科
技合作基
础 设 施
开发

（１）海外办事处 ／
联络处

在法国、新加坡、中国、美国建立办事处，在印度设
立联络处。

（２） 全球创业园
（ＧＳＵＣ）

通过与海外顶尖大学和风险投资合作，打造世界一
流产学研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３） 全球研究理
事会（ＧＲＣ）

负责组织当地成员机构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进
行研讨，并汇编成 ＧＲＣ 联合声明。

（４） 国际科学技
术与人类未来论
坛（ＳＴＳ 论坛）

通过各机构负责人之间就共同关心和关注的国际
问题进行研讨，共享知识，促进合作。

（５） 外籍研究员
宿舍

在日本筑波建设了外国研究人员宿舍 “二宫之
家”，以促进与外国研究人员的交流合作。

（６） 支持组织国
际会 议 和 其 他
活动

支持来自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国际科技利益相
关者共同研讨未来科技发展。

５. 国际科
技 战 略
研究

（１） 研究开发战
略中心（ＣＲＤＳ）

负责国内外科研动态及政策跟踪分析工作，并提出
未来本国应重点关注的研发战略和建议。

（２） 亚太研究中
心（ＡＰＲＣ）

在亚太地区广泛收集科技信息，传播日本最新科学
技术，组织策划相关活动。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Ｔ 网站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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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Ｔ 网站信息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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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专业领域管理机构

３. ２. １　 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日

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ＤＯ）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是日本最大的新能源技术

研究与开发管理机构，旨在通过与官产学研合作，解
决能源和全球环境问题，提升产业技术能力〔１９〕。
ＮＥＤＯ 为理事长负责制，设有理事长 １ 名。 该机构

经费主要源自日本政府拨款，２０２３ 年经费预算为

１ ５２８亿日元。 在国际合作方面，ＮＥＤＯ 设有国际

部，专门推动碳减排领域的国际技术开发和合作，并
在美国、泰国、法国、中国、印度等设立 ６ 个海外事

务所。
ＮＥＤＯ 通过开展联合研究、举办学术会议等方

式，开展新能源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具体包括：一
是利用联合碳信用机制（ＪＣＭ）等促进日本低碳技术

的应用和推广。 目前已与蒙古、孟加拉国、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等 ２９ 个国家签署相关协议，共同实施气

候友好型项目，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实现《巴
黎协定》作出贡献。 二是实施国际联合研发项目，
包括清洁能源领域创新技术、火力发电碳回收和脱

碳技术合作等。 清洁能源领域主要与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合作开展，２０２３ 年的预算为 ９. ５４ 亿日元，涉
及面向能源共享的数据驱动控制技术、生物质利用

技术、绿色交通创新部件和设备开发等方向。 三是

注重能源领域产学研国际合作。 如“日本－西班牙

创新计划（ＪＳＩＰ）”鼓励日本与西班牙的创新主体共

同开展技术开发研究，有关技术经评估审查认可后，
可在两国同时推广；“深度科技初创基金 （Ｄｅｅｐ －
Ｔｅｃｈ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项目鼓励日本中小企业与外国企业

共同开展技术开发和国际化应用推广，该项目 ２０２３
年预算 ２０ 亿日元，合作国家包括加拿大、捷克、法
国、西班牙、荷兰、新加坡、英国。 四是推动本国技术

在国外的推广与应用示范。 在技术论证阶段，由
ＮＥＤＯ 全额资助；后续示范阶段费用实行补贴制，大
企业最高补贴 ５０％，中小企业最高补贴 ２ ／ 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ＮＥＤＯ 与中国的 ４６ 个地方开展技术应用示

范，其中干熄焦技术、水泥排热技术等已在中国部分

地区获推广普及。 五是注重领域内全球战略研究。
ＮＥＤＯ 专门设立技术战略研究中心（ＴＳＣ）开展全球

能源领域战略研究，并发布系列研究产品，为未来能

源领域发展提出建议。 ２０２３ 年，在第 ２８ 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ＣＯＰ２８）前夕，ＮＥＤＯ 发布报告分析

主要国家碳中和领域发展趋势，为 ＣＯＰ２８ 议题磋

商、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参考。
３. ２. ２　 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　 日本医疗研究开

发机构（ Ｊａｐ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ＥＤ）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是日本整合了文

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和经济产业省中的医学相关

研究经费、为强化医疗健康领域产学研发展而组建

成立，是日本最高级别医学研发政策制定机构〔２０〕。
ＡＭＥＤ 主要职能包括推进从基础到实际应用的综合

医学研究与开发、促进医疗创新研发、支持产学合

作，推进与海外组织研究合作等。 ＡＭＥＤ 为理事长

负责制，设有理事长 １ 名。 国际合作是 ＡＭＥＤ 重要

职能之一，专设国际战略推进部，推动尖端医疗研

发，增强日本的医疗研发能力，积极应对日本人口超

老龄化问题，并促进全球健康。 ＡＭＥＤ 实施中长期

计划管理，每 ５ 年一期，目前正在执行第二期。 其经

费主要来源是日本政府拨款，近几年 ＡＭＥＤ 经费预

算大幅增长，从 ２０１８ 财年的 １ ６９１ 亿日元增长至

２０２２ 财年的 ４ ７３９ 亿日元。 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起，
ＡＭＥＤ 新设“先端国际共同研究推进基金”，经费约

６０. ５ 亿日元，用于推动医疗领域前沿研究工作。 同

时，ＡＭＥＤ 在美国、英国、新加坡设立了 ３ 个海外办

事处，推动联合研究等工作。
在双边合作上，ＡＭＥＤ 注重与医学领域处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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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的国家开展合作，如与美国合作开展解决全

球健康问题的研究项目。 ＡＭＥＤ 还与在特定领域具

有研究潜力的国家合作，如与非洲国家开展国际医

学领域科学技术联合研究与发展计划，强化热带疾

病防治研究。 在多边合作上，ＡＭＥＤ 通过国际联盟

和国际性协议等多边合作框架，促进罕见病、传染

病、癌症、慢性病、老龄化等重要研究领域的交流研

究和数据共享。 在 ＪＳＴ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框架下，
专项开展促进解决全球健康问题的研究项目、Ｅ－
ＡＳＩＡ 联合研究计划等，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地

区的交流研究。 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ＡＭＥＤ 积极

构建基于全球标准的卫生健康评价体系、完善医疗

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安全贸易管制，提高日本在医

疗领域国际话语权。 在人才交流方面，ＡＭＥＤ 专门

实施“星际计划（Ｉ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ａ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公开招募全

球青年研究人员，共同建设国际研究团队，开展全球

性医学问题研究。
３. ３　 国际援助管理机构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ＪＩＣＡ）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直属于日本外务

省，是作为日本政府发展援助（ＯＤＡ）的国家级专门

外事服务机构，在全球 ９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设立海外

办事处或分所。 ＪＩＣＡ 的宗旨是推动发展中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日本及国际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做出贡献。 日本援助工作一直走在全球前列，
２０２２ 年日本投入 ＯＤＡ 的经费总额继美国和德国之

后排名第三。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ＪＩＣＡ 援助的发展中国

家达 １３９ 个，投入经费 ２. ６７６ 万亿日元〔２１〕。
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叠加影

响，为加快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ＪＩＣＡ
将人类安全、高质量增长作为所有项目合作的基本

理念，并于 ２０２２ 年成立了以董事长为主席的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于 ２０２３ 年成立可持续发展推进办公

室，从“繁荣、人类、和平、地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ａｃｅ、Ｐｌａｎｅｔ）四个维度制定了 ２０ 个“ ＪＩＣＡ 全球议

程”，建立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管理相关事项的

体制机制。
在科技合作方面，ＪＩＣＡ 注重在环境、能源、生物

资源、防灾、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开

展产学研联合研究和人才交流。 在合作对象上，涉
及发展中国家高校、企业、科研人员及国际组织〔１１〕。

在合作方式上，主要有技术合作、贷款援助、赠款援

助、志愿者派遣、发放人才发展奖学金、设立 ＪＩＣＡ 国

际研究教席等，基于 ＪＩＣＡ 海外办事处沟通协商，共
同确定年度合作项目。 在合作领域上，如表 ３ 所示，
ＪＩＣＡ 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开展医疗卫生、
资源开发、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２２〕。 截至目前，
ＪＩＣＡ 推动的支援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项

目超过 ５０００ 个。 在人才合作方面，ＪＩＣＡ 协助外务

省开展外国高级人才开发和引进项目“创新亚洲

（技术合作）”，计划 ５ 年内吸引 １ ０００ 名来自亚洲发

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

来日本高校、企业等开展学习、实习。
表 ３　 ＪＩＣＡ 与全球不同地区开展科技援助重点领域分布表

地区 科技援助重点领域

东盟、南亚地区 保健医疗、防灾减灾、脱碳减排

中亚、东亚地区 矿产资源利用

中东欧地区 水资源开发、石油开采

太平洋岛国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防灾减灾

加勒比地区 生命健康、矿产资源利用、防灾减灾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４　 日本参与并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

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
在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计划（ ＩＴＥＲ）、国际空间站

（ＩＳＳ）、地球观测组织（ＧＥＯ）、国际深海科学钻探计

划（ＩＯＤＰ）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中承担

了重要任务。 从出资金额看，至 ２０２２ 年底，日本向

ＩＴＥＲ 大科学工程累计投入占比达 ２１. ２％，是自欧洲

原子能共同体（ＥＵＲＡＴＯＭ）（３４. ３％）之后的第二大

出资方〔２３〕。 日本牵头组织发起 ２ 项大科学计划，分
别是人类前沿科学计划（ＨＦＳＰ）和智能制造系统

（ＩＭＳ），其组织运行机构分别设在法国和加拿大。
其中，ＩＭＳ 自 １９９５ 年正式启动后，已于 ２０１０ 年解

散；ＨＦＳＰ 自 １９８９ 年启动运行至今。
日本牵头发起 ＨＦＳＰ 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

支持开展变革性和范式转变型基础研究，促进对生

命复杂机制的理解，从而造福全人类。 其资助领域

涉及脑科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支持策略包括

机构间项目合作资助、设立奖学金（长期三年和短

期跨学科 ３ 个月）、建立 ＨＦＳＰＯ 基金会等。 ＨＦＳＰ
管理机构由审议会、科学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和秘书

处组成，审议会负责计划总体运行，主席由日本人担

任；科学委员会负责机构运行中的科学事项审议与

决策，成员由各成员国推荐 １ ～ ２ 名科学家组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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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由科研项目委员会、特别研究员委员会和

职业成长奖金委员会构成。 日本国内的执行机构为

ＡＭＥＤ，负责研究项目的申报受理、组织评审与实

施。 ２０２３ 财年，参与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
盟、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韩国、新西兰、
新加坡、南非、瑞士、英国、美国、挪威等 １７ 个国家和

地区。
ＨＦＳＰ 研究资助项目从成立之初的 ２３５ 项逐渐

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之后的 ７００ ～ ８００ 项。 项目申请竞争

非常激烈，立项率维持在 ４％ ～５％左右。 自 １９９０ 年

以来，ＨＦＳＰＯ 已支持 １ ２１２ 个国际合作团队进行跨

学科研究，并通过奖学金资助了 ７ ５００ 名科学家，其
中有 ２９ 名获资助者获诺贝尔奖〔２４〕。

在运行经费方面（见图 ４），ＨＦＳＰ 经费在创设之

初（ １９８９ 财年） 为 １ ６５４ 万美元，其中日本承担

９５. ４％，在执行的前 １３ 年内投入经费一直呈递增趋

势，最高达 ３ ７００ 万美元，随着 ＨＦＳＰ 国际大科学计

划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诺奖级成果的产生，美欧等

成员国经费投入量的逐步增加，日方随后每 １０ 年按

２０％～３０％比例降低投入经费，至 ２０２３ 财年投入经

费 １ ６８６ 万美元，投入比重降至 ３２. ０％。

　 资料来源：根据 ＡＭＥＤ 网站资料绘制

图 ４　 ＨＦＳＰ 各成员国（地区）历年运行经费投入情况

５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经验

５. １　 加强科技与外交协同，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日本发布的《强化科技外交战略》明确提出“通
过外交推动科技发展”，为了实现科技外交目标，日
本采取“竞争型” “互补型” “援助型”等不同方式，
针对不同类型国家，采取不同合作策略（见表 ４），服
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主要表现为积极加强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在生命科学、先进材料、核能、宇宙开发

等高精尖领域的合作；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互惠互

利的多元化合作关系；推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

输出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制造技术、农业等日本

绝对技术优势领域。 除了传统双边、多边合作，日本

还推出了以重点国家为核心的区域多边合作，如日

非联合研究计划（ＡＪ－ＣＯＲＥ）支持以日本和南非为

中心，开展三个及以上国家的多边联合研究。

表 ４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策略

合作对象 举例 策略 举措

发达国家 （地
区）

美国、欧盟、英
国等

竞争 性 合 作，
共同创新

充分利用海外优秀资源和知
识，开展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
开发活动，积极协调竞争与合
作的关系，构建双方共赢的合
作机制。

新兴国家 （地
区）

中国、印度、东
盟等

以平等伙伴关
系 为 合 作 前
提，开 展 互 补
性合作

在开展区域共性研究和人才
交流的基础上，以设立机构平
台为切入点，深化国际产学合
作，构筑互惠互利多元化合作
关系。

发 展 中 国 家
（地区）

亚洲、大洋洲、
中东、非洲、中
南美等

建立积极合作
关系， 开 展 援
助性合作

在日本优势领域强化科技援
助，着眼构建长远合作关系，
共同解决全球发展难题。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５. ２　 因国施策，开展“一国一策”式国际科技合作

日本从地区、研究领域、政策等不同角度对科技

合作的对象进行充分调查和分析，针对自身发展需

求，聚焦合作对象特色领域或独特资源优势，确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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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作领域（见表 ５）。 主要特色：①针对能源需求，
与德国、瑞士等能源科技强国开展研发合作；为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与美国、法国、加拿大

等开展人工智能合作；②在合作议题设置上，倾向以

描述具体问题的方式明确合作方向，打破传统学科

分类界限，如与英国、瑞典开展可持续社会系统研

究，便于项目申请者明确研究意图，并促进交叉学科

发展；③打破价值观冲突开展合作，如与中国开展环

保、能源和生物领域合作，与俄罗斯开展北极观测方面

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采取“里程碑”式项目评估方式，
不预设明确研究路径和目标，促进颠覆性创新。

表 ５　 日本与主要合作国家双边科技合作重点领域

合作国家 项目类型 合作期限 重点领域

中国

ＪＳＰＳ 双边交流项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年 环境污染、可持续修复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环境与能源、生物遗传

英国

ＪＳＰＳ 双边交流项目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 可持续社会系统、应对未来疫情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海洋研究（用于海洋观测的创新型生
物地球化学传感器）

德国

ＪＳＰＳ 双边交流项目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 储能、转换和运输的材料科学与工程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１ 年至今 氢能技术、光学与光子学、纳米电子学

瑞士

ＪＳＰＳ 双边交流项目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设计未来社会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氢作为可再生能源媒介的研究

美国

ＪＳＰＳ 双边交流项目 ２０２２－２０２７ 年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１ 年至今
低碳生物技术、大数据与防灾减灾、数
字科学、防灾投资与灾后复兴等

法国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０ 年至今
边缘（ｅｄｇｅ）人工智能、分子技术、信息
和通信技术

欧盟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１ 年至今
先进生物燃料和可再生替代燃料、防
灾、电力电子先进材料、稀土元素材料
替代、实现低碳社会的材料科学

加拿大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３ 年至今
人工智能、环境与能源、干细胞表观遗
传学

巴西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２３ 年至今 生物技术、生物能源

瑞典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
老龄化社会、可持续社会的革新性技术
系统及解决方案

俄罗斯 ＳＩＣＯＲ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北极观测科学技术与北极地区自然利
用和能源开发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５. ３　 构建梯次衔接的国际科技合作资助体系

日本一体化布局“人才－项目－基地”合作，构建

针对不同合作对象国和合作阶段的多层次资助体系

（见图 ５），以满足不同合作类型和目标的科技合作

需求。 从资助周期和强度看，该资助体系注重长短

期结合，资助年限从 ７ 天到 １０ 年不等；不同资助强

度相衔接，年度资助经费 １００ 万日元到 ７ 亿日元不

等。 ＪＳＴ、ＪＳＰＳ 等机构间相互配合、分工有序，ＪＳＴ 聚

焦短期常态化项目合作，ＪＳＰＳ 重点聚焦前沿科技领

域和尖端创新资源网络的长期建设，项目间互补性

强、目标导向性强。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Ｔ、ＪＳＰＳ、ＮＥＤＯ 等网站信息绘制。
图 ５　 日本主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时长与经费分布图

５. ４　 全周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创新人才

日本围绕人才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设置不同资

助项目（见图 ６），在博士生培养制度、海外特别研究

员制度、技术积分移民政策等方面进行层层制度设

计，形成了衔接有序的政策体系，让不同层次的科研

人员获得国际合作机会，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科

技创新人才。 同时，为外籍研究人员提供各类生活服

务，保障其心无旁骛地专心开展研究。 日本还注重青

少年科技交流，设置樱花交流计划，吸引全球青少年来

日本体验严谨的科学文化，提前在青少年心中埋下赴

日深造的种子。 据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该计划已邀请

近 ３. ６ 万名青少年访日，受邀国家和地区达 ６１ 个。

　 资料来源：根据 ＪＳＴ、ＪＳＰＳ、ＡＭＥＤ 等网站信息绘制

图 ６　 日本主要国际科技人才交流计划

资助人才类别与时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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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搭建多类型海外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和合作

网络

日本在全球积极布局海外办事机构、海外校友
俱乐部、顶尖研究基地等平台，从管理、交流、宣传、
研究多维度织密合作关系网。 ＪＳＴ、 ＪＳＰＳ、ＮＥＤＯ、
ＡＭＥＤ 等管理机构均在海外设立国际合作办事机
构，ＪＩＣＡ 更是在全球 ９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设立海外
办事处，提供专门的外事服务。 ＪＳＰＳ 借助自身庞大
的人才交流项目网络，集聚校友资源，并在德、法、
英、美等 ２０ 多个国家设立俱乐部、校友会，打通民间
科技交流沟通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ＪＳＰＳ 通过 ＷＰＩ
计划，历时 １０ 年，以每年 ７ 亿日元的投入强度，建设
顶尖水平国际研究基地，推动前沿科技领域研发驶
入“快车道”，目前已在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机构
设立 １０ 多个基地。
５. ６　 注重信息化建设，加强前沿科技动态跟踪与战

略研究

日本国际科技合作资助机构均注重信息网络的
建设，除了旗下各自设立的海外办事处，ＪＳＰＳ 还特
设学术信息分析中心、海外研究联络中心，并适时召
开科学前沿研讨会，及时跟进前沿科技信息，提升自
身国际化水平；ＪＳＴ 更是专注科学技术信息平台建
设，搭建了 ９ 个全球科技情报数据库，与中国专门设
立中国科学门户网站，同时建设研究开发战略中心
和亚太研究中心等载体，及时掌握全球科技政策、人
才、项目信息，为本国未来科技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ＪＳＴ 甚至搭建了失败项目案例数据库，专门分析总
结项目失败教训，避免再走弯路。 在战略研究方面，
ＮＥＤＯ、ＡＭＥＤ 注重本领域全球范围的研究，专门设
立战略研究中心，开展领域内前沿科技研究，并发布
研究产品，促进解决全球性问题。
５. ７　 “走出去”开展科技援助，塑造负责任国家

形象

在科技援助方面，ＪＳＰＳ、ＪＳＴ 等机构均有不同类
型的援助项目，日本还专设 ＪＩＣＡ 等机构，针对不同
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需求，通过技术合作、贷
款援助、设立国际研究教席等多种方式，分国别、分
领域开展国际援助，以提高受援国的科技发展能力。
例如对中国，日本侧重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人才培
养和教育等领域，在促进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同时，
也缓解日本在相关领域人才短缺的压力。 目前，日
本科技援助国家和地区已达百余个，有助于日本在
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
５. ８　 “飞地”牵头发起并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

日本政府牵头发起的 ＨＦＳＰ 国际大科学计划，
将秘书处设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而非日本国内，以
降低国际社会对该计划发起动机的疑虑。 日本在建

设之初承担了该计划 ９０％以上的经费投入，之后随
着成员国经费投入的逐步增加，日本逐渐降低投入
额度，至 ２０２３ 年投入比重降至 ３４. ７％，但仍然是最
大出资国，以保证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该国际组织的
审议会主席，保持日本对该计划的主导权。
５. ９　 完善管理机制，提升国际科技合作质量

①综合性与专业性结合，多层次开展国际科技
合作管理。 日本虽然没有专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
管理机构，但是在 ＪＳＴ、ＪＳＰＳ 等综合管理机构，以及
ＮＥＤＯ、ＡＭＥＤ 等专业管理机构中均专门设立国际
合作部门，并强化项目联动性，共同开展国际科技合
作；②组建国际事务专家团队，精准指导科技合作。
ＪＳＰＳ 专设国际事务委员会，并邀请 ＪＳＰＳ 特约研究
员等项目评委会专家担任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书面审
查员，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审查工作。 ＡＭＥＤ 引入国
际审查员制度，会同海外专家共同组建评委会，确保
项目评价国际化水平。

６　 启示与建议

国际科技合作成功经验植根于特定的制度、文
化和社会环境中，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地缘
相近，文缘相通，日本的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发
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通过对日本的主要经验进行
梳理，相关启示与建议如下。
６. １　 从合作战略角度，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顶层设

计，优化合作策略

统筹布局各类国际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引才引
智项目，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推动形成功能互补、
体系健全的梯队式国际科技合作格局，避免资源重
复配置；有目的地打造世界尖端国际合作平台，汇聚
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推动未来科技产业发展，培育形
成新质生产力。
６. ２　 从科技人才角度，强化各层次国际人才资源的

储备，拓展全球科技人脉网络

邀请各层次人才长期或短期来华工作，形成资
助期限长短搭配、资助方式灵活多样、资助额度更具
吸引力的引才政策体系，同时注重政策在个人职业
发展上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使来华短期学习工作的
科研人员能选择长期在华开展研究，满足海外人才
多元需求，从而进一步留住更多优秀的科研人员。
同时强化人脉涵养，通过建立校友会、同窗会等方
式，建立海外科研人才日常交流联系机制，确保人才
不断联、合作不断线。
６. ３　 从科技援助角度，优化援助策略和方式，推动

我国先进理念、技术、标准“走出去”
①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共同参

与科技援助事业中，增强它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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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球性多元主体科技协作，促进中国科技援助
事业高质量发展；②在相关议题设计上，坚定站在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发声，推动国际援助体系向
“共赢”格局变革，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６. ４　 从全球治理角度，优化我国牵头发起国际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机制

可考虑在异国设立执行机构或总部，强化其
“国际”属性；制定经费多元投入机制，鼓励境外和
社会资本投入，打通资金跨境流动渠道；完善数据分
类分级和评估机制，便利化科研数据跨境互联互通，
畅通国际网络访问；确保人才、资金、物资和信息等
要素安全、有序流动。
６. ５　 从专业管理角度，强化国际合作管理机构组织

体系和队伍建设

高标准组建国际科技合作事务委员会，提供专
门指导；发挥好半官方、半民间身份管理机构的作
用，在政府引导下，开拓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的
新渠道；试点建立海外办事机构，选派专业队伍推动
国际合作；探索建立国际科技合作管理人才培训体
系，提高管理人才国际化视野。
６. ６　 从战略研究角度，优化全球信息网络资源，强
化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

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丰富全
球科技信息获取工具，提升信息捕捉质效。 持续跟
踪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监测国际科技合作的舆论环
境，围绕全球科技发展突出问题和挑战，深入开展研
究，发布高水平公共产品，不断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规划和政策研究的深度和精度，提高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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