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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调研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现状和重点领域科技优势的基础上，分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国际科技合

作与交流专项等资源对甘肃省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结合地方国际科技合作政策，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利用国际

合作资源促进地方科技创新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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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dvantages in key area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bases, China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ojects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us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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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科技

合作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提升国

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 [1]。通过

国际科技合作，可以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

形成更强的生产能力，为开展科技合作的国家

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本文通过对甘肃省

重点领域科技优势的调研，分析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和平台、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资

源对甘肃省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结合地方国

际科技合作政策，为更好地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凸显国际科技合作在本区域内的作

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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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肃省重点领域科技优势

（1）农业领域。甘肃省是传统的农业省份，

在农作物育种、种植、农业节水等领域有一定的

技术优势，部分技术已经达到全国乃至全球领先

水平。代表性技术有马铃薯育种、栽培和深加工

技术，以玉米制种为代表的制种业，中药材种

植、采收和加工技术，以啤酒大麦为代表的酿酒

原料，果蔬种植、保藏和深加工技术，以雨水收

集、节水灌溉、全膜双垄沟播为代表的旱作农业

技术，种子机械以及各类小型农用机械等。

（２）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石油化工、

有色冶金、矿产开采、能源是甘肃省传统支柱产

业。甘肃省在这些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储备，也

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支撑。近几年来，甘肃省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新

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农业高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

果。主要表现在伴生铜资源综合利用、空间电推

进、真空计量、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天然

气地震预测、节水灌溉等方面。甘肃省有兰州和

白银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酒泉国家

新能源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金昌国家

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区、白银

生物医药产业园、天水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等高

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３）基础研究领域。甘肃省有中国科学院

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一批研究类院所，在重离

子物理、羰基合成与选择氧化、功能有机分子化

学、冰川冻土、沙漠化防治、草业科学等领域取

得了重大科技成就，为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科技支撑。

2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平台资源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是指由科技部及其职

能机构认定，在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任务中取

得显著成绩、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和引导示范作

用的国内科技园区、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创新

型企业和科技中介组织等机构载体，包括国际创

新园、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

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4 种类型 [3]。

截至 2017 年年底，甘肃省获得认定的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共有 18 家，其中国际联合

研究中心有 6 家，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有 11
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有 1 家。依托单位为中央

在甘肃省科研院所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有 4 家、

为部属高校的有 5 家、为省属院所的有 6 家、为

省属高校的有 3 家。以兰州大学为例，目前获得

认定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有 5 家，其中示范

型国合基地有 2 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有 3 家。

兰州大学最早认定的基地为 2009 年认定的生物

制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该基地开展了寒区低温

环境下沼气厌氧发酵技术与装备研究。该研究针

对我国寒区民族地区生活能源缺乏和沼气发生的

季节性不均匀问题，以畜禽粪便、秸秆等农林剩

余物为主要原料，以生物转化、化学转化以及热

化学转化为主要手段，开发寒区低温环境下沼气

发酵技术。针对不同的生物质原料，优化出高效

的生产甲烷关键参数和发酵工艺，为旱区厌氧发

酵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借鉴，有效促进

了发展中国家生物质能源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技术

进步，对于充分利用大量生物质资源进行能源转

化和缓解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为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业发展以及确保

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016 年出台了《甘肃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

施》[4]，2017 年甘肃省提出了面向中蒙俄、新亚

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等六大经济走廊，

积极建设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成立联合研发、技

术转移与示范科技合作基地，与沿线国家开展科

技合作和人才交流，转移转化甘肃技术创新成

果，加快丝绸之路“科技走廊”建设，推动甘肃

省先进成熟适用技术的转移转化。2017—2018
年，甘肃省认定了 70 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5 名国际科技特派员。科研和服务领域涵盖农

业、新能源、环境保护与恢复、高能物理、有机

合成等。这些平台是甘肃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研

究、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国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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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重要载体。

3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资源

为统筹、整合我国产学研的科技资源和力

量，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有效

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我国政府设立了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

（以下简称“国合专项”）[5]。2010 年至 2015 年，

甘肃省有 39 项国合专项立项，获得支持经费近

１.2 亿元，约占该阶段国合专项总经费的 1.28%。

承担项目数量前 4 家的组织机构依次为兰州大学

（9 项）、兰州理工大学（4 项）、中国农业科学院

兰州兽医研究所（4 项）、甘肃农业大学（4 项），

合计经费 5627 万元，约占项目数的 53.8%、总经

费的 47.1%。国合专项中由企业牵头承担的有 11
项，合计经费 3605 万元，约占项目数的 28.2%、

总经费的 30.2%。

按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区来看，兰州市有 33
项，合计 9814 万元；定西市有 1 项，合计 190
万元；天水市有 2 项，合计 770 万元；甘南州

有 1 项，313 万元；金昌市有 2 项，合计 857 万

元。国合专项经费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按甘肃

省承担国合专项的项目所涉及领域来看，生命科

学领域有 23 项，其他所涉及领域分别为能源科

学技术领域有 5 项、工程与技术领域有 6 项、材

料科学技术领域有 2 项、环境科学技术领域有 1
项、信息科学技术领域有 2 项。生命科学领域约

占总项目数量的 58.9%，项目支持金额合计 6562
万元，包括了农学、林学、畜牧、兽医、临床医

学、药学、食品科学等。

国合专项中合作的主要方式为联合研发和

技术引进后的二次开发 [6]。如甘肃农业大学与新

西兰林肯大学基因标记实验室开展新西兰优质肉

羊种质引进和选育技术合作研究，以优质种质

资源和先进技术为基础，通过联合研发我国绵羊

改良中的分子标记与检测技术，达到改良绵羊品

种、提升我国西北肉羊生产水平。国内大型良种

种羊场为合作示范基地，选购经新西兰林肯大学

基因标记实验室分子标记检测筛选的特克赛尔、

陶赛特、白萨福克和黑萨福克等种羊 80 只，筛

选出适合甘肃省当地的自然环境的最佳杂交组合

有 3 个，生长速度提高 29%以上，产肉量提高

30%以上。选育的肉羊抗病新品群有 2 个，肉羊

新类群的初生重比甘肃省高山细毛羊羔羊提高了

26.3%，断奶重提高了 37.5%，6 月龄重提高了

36.3%，腐蹄病发病率下降了 70%，产肉量提高

了 38.5%。项目执行期内出栏 61 万只杂种肉羊，

累计新增效益达 7320 万元。共同研发筛选出绵

羊生长、脂肪、胴体、毛用和抗性相关基因标记

有 11 个；培养分子标记技术人才 10 名，培训农

牧民和专业技术人员 1300 余人次；制定肉羊养

殖相关标准有 2 项 [5]。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资源为

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 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国合专项数据为依

据，阐述了其对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的支撑

现状。就甘肃省而言，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走在了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前端，但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产业

与国际高端市场的关联度不高，创新人才相对缺

少，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国际科技合作呈现

区域发展不平衡，获取国际合作资源以省会城市

兰州市为主，其余市、州合作基础较弱；科技服

务机构和技术转移机构有一定数量，但服务能力

及效率有待提高；对国际科技合作定位不准，政

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基于此，对甘肃省国际科

技合作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1）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按照历史规律，

单个科研机构的力量无法有效完成创新活动的全

过程，或者创新活动效益不显著，必须在相关创

新资源中形成合力，以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低成

本和高效率 [7]。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更了解产业

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 [8]，但甘肃省在充分发挥大

型企业的带动作用、中小型企业的创新作用方面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

设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目前还没有企业性质

的基地依托单位；由企业牵头承担的国合专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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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部为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参与积极性较

弱。

甘肃省应充分利用市场的杠杆作用，寻求生

产资料、信息、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

置和重组，使当前的国际科技合作从一般的交流

发展为实质性合作。发挥地方产业、资源、能源

的优势，提升企业的技术合作和技术应用水平，

从参与合作项目到牵头科技项目。根据企业自身

情况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情况，进一步激发企业

活力，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研发，促进国际产

学研合作。推动制定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政策，引

导甘肃省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走出国门 [6]。

（2）因地制宜地开展国际科技创新活动。甘

肃省 14 个市州地区间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性较

大，省会城市兰州市较其他城市优势明显，占据

了大量的国际科技基地、项目、经费和人才资

源。在这种情况下，兰州市的科技创新成果需要

向其他地市流通，带动其他地市相关机构开展创

新活动，打破地区内部之间的创新壁垒，实现共

享、同力、互利、共赢 [6]。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载体，应充分挖掘

和利用，结合甘肃省产业发展方向，根据各市州

不同特色与国外政府机构联合设立国际科技合作

主题，把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科

技问题、重点科技主题计划纳入双边或多边的国

际科技合作计划下，与这些机构建立深入的联

系，提升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

同时要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试点的引

领作用，通过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联盟、联合

共建产业园等多种方式，可以形成集聚化的高效

创新平台，满足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不同研

发、生产、成果转化环节中对创新活动的实际需

要，最终通过国际、国内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

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

（3）引导科研机构人才队伍全面发展。开展

大规模的国际科技合作，人才是关键。培养一批

讲政治、顾大局、专业扎实、懂法律法规、拥有

出色的沟通技巧的专业人才队伍，这对于提高甘

肃省科研机构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效益具有直接

意义。同时，鼓励敢于探索、勇于争先的创新思

路。政府及其智囊可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开展

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发展战略合作研究，强化技

术合作激励机制，结合甘肃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

活动具体特点，鼓励技术收益。

（4）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国际科技合作质

量。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将成为保护企业、科研院

所经济利益的重要法律保障。要加强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引导，科技服务机构帮助企业、科研院所

熟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提前进行目标国家知识

产权布局，并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及时关注

当地知识产权规则的修订和变化。同时，建立健

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设立海外维权援

助基金，依法保护自身知识产权权益。

5 结语

本文对甘肃省近几年来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

情况进行了梳理，通过数据分析其对甘肃省科技

创新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但在发展国际科技

合作过程中，不同地区、城市只有紧紧围绕地方

产业特色，引导和发挥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

积极性，鼓励科研单位培养专业过硬、具有全面

知识储备的综合性国际科技合作人才，才能促进

与重点合作国家进行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通过

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提

升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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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双语语料库的工程化构建水平。语

料库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工程，已经从传统的

文本语料向图片、声音、视频等全媒体语料库转

变，其服务模式也从传统的纸质语料向Web接

口、API等多种方式提供对外共享应用服务，本

文验证的快速语料库构建方法，可以促进各专业

领域语料库的工程化水平。

3 启示与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科技大数据对语料库

构建的要求，从期刊、专利中选择“分布式能

源”主题数据集，结合“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统

计机器翻译”的机器翻译技术，最后通过人工评

测的方式，描述了进行中英双语语料库构建的全

过程。我们发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大背景

下，通过综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

新型的语料库构建模式不仅满足了语言学自身的

发展，而且通过工程化的语料库构建开发专业领

域语料库和服务标杆语料库，在诸如生命科学、

人种语音等新兴前沿领域，都处于专业领域语料

库的建设期，这为本文构建的双语语料库的实施

方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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