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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带一路” 国际科技合作发展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创新

之路”分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9年 4月 25日下午，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创新之路”分论坛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举行。“创新之路”分论坛以“携手创

新，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技部主办，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科

技部部长王志刚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王志刚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特别是宣布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以来，科技部认真组织实施行动计划，重点开展

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

技术转移 4 项行动，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设“创新之路”分论坛，旨在

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和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目标的关键核心作用。 

  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推

动更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者、引领者。加强创新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支点，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创新之路是中国扩

大科技对外开放、与各国共同分享创新成果的具体

行动。王志刚还就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扩大开放，共创科

技愿景；二是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对话交流；三是

坚持前瞻布局，挖掘增长动力；四是坚持普惠共享，

促进民生改善。要精准对接各国发展需求，广聚创

新要素资源，强化务实交流合作，将“一带一路”

创新之路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科技部与相关方共

同发起了《“创新之路”合作倡议》，这是进一步

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举措。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在

开幕式发言中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提升创新

能力和建设良好创新环境的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

院长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

伟雄，印尼研究技术与高教部部长穆罕默德˙纳西

尔，斯洛文尼亚经济发展与技术部部长兹德拉夫科

˙波契瓦尔舍克，乌兹别克斯坦创新发展部部长伊

布拉希姆˙阿布杜拉赫莫诺夫等嘉宾先后在开幕

式发言。   

主题演讲环节有来自10多个“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智库和企业的 20 多

名代表，分享了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的

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吉尔吉斯坦农业、食品工业

和土壤改良部国务秘书马克萨特·塔什博洛托夫，

科技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作大会

总结发言。   

本次“创新之路”分论坛共有来自 33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近 150 名中外代表参会。

与会代表通过务实高效的交流，共谋“创新之路”

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分享合作经验，展望合作愿

景，探讨合作倡议，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意

见和建议，形成了重要共识。 

 

“创新之路”合作倡议 

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务实合

作，以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一带一

路”打造成“创新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部及泰国、俄罗斯、南非、斯里兰卡科技创新部

门，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创

新之路”分论坛期间一致倡议： 

 

1 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可持续

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 

2 依托双边和多边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及对话

机制，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 

3 加强科技人文交流，促进相关国家科技界之

间的广泛交流与互动。 

4 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推进高水平科学研究 

和产业前沿共性关键技术的合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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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科技园区合作，发挥科技园区的引领示

范和集聚辐射作用，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

融合。 

6 实施技术转移行动，加强技术转移平台与协

作网络建设，促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 

7 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机构等主

体广泛参与，多元投入，共建共享，互利共

赢。 

8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不断提

升各国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区域创新发展

合作新格局。 

 

 

科技创新合作成为“一带一路”闪亮新名片 

一、高、新、尖成为“一带一路”互通新元素 

泰国国家科技与创新政策办公室秘书长吉迪

蓬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泰国派出了一些大学生

到中国就高铁技术‘拜师学艺’，通过在中国实训

基地学习高铁专业知识、体验实训设备，帮助了泰

国铁路人才的本地化培养”。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两国在生态农业、生命科学、地理信息与空间

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合作成果。希望中国能在人工智

能、机器人等方面为泰国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以科技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华为公司在曼谷设立科技和创新实验室，顺应

泰国政府创新经济发展方向，为中小型和初创企业

提供服务。阿里巴巴集团参与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

划，建立以泰国为基地、辐射中南半岛的电商中心，

同泰国商业部开展政企合作。同时，中国企业将为

泰国泰空公司设计建造一颗宽带通信卫星，计划于

2019 年发射升空。中国科学院将在泰国启动东盟

（曼谷）创新中心，为两国科技合作搭建新平

台……放眼望去，中泰务实合作正进入以新技术、

新经济为代表的新轨道。 

二、“技术转移”架起“一带一路”合作新桥梁 

为发挥技术转移先导作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

落地见效，目前，中国分别与东盟、南亚、阿拉伯

国家、中亚、中东欧共建了 5 个国家级区域技术

转移平台，广泛开展技术推介与产业对接，支持共

建国家、地区、机构，建立完善跨区域、行业性技

术转移市场，不断完善“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

网络。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曹坤华表示，

以中心为依托，中国已与东盟 9 个国家建立了“双

边技术转移”工作机制，成功举办 6 届中国-东盟

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大会，组织技术对接和展示活

动 70 多场次，对接项目超 1900 项，促成签署合

作协议 491 项。 

三、互学互助创新“一带一路”协作新模式 

南非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非洲大陆

的重要国家，是首批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框架

协议的非洲国家之一。 

在“创新之路”分论坛开始前，南非记者巴法

纳表示，南非失业率较高，在南非安家落户的中国

项目无疑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不仅有利

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让更多普通人直接受

益。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龙表示，

“南非 PMC 公司。过去由于冶炼技术落后，环

境污染情况时常发生。但如果关停企业，上百名员

工就会面临失业。”2015 年，矿冶集团将超大型

浮选机技术和双侧吹竖炉熔池熔炼技术带到南非，

解决了当地的难题。通过交流合作，北京矿冶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团队也学习到了南非在开采、选矿

等方面的先进技术知识，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科技创

新水平。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双方都实现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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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大道致远，携手远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

国家民众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重要引擎，高度

认可中国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当下，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

也是推动更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者、引领者。把“一

带一路”建设成为创新之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来源：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