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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副总理谈改革与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4月在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

座谈会上强调，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破除一切束缚

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刘延东指出，伴随着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全面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必须扎实推进。一是要加快政府的职能转变，建立科研

管理职能清单，从政府主导创新向为创新服务转变。二是要加强科技管理制度建

设，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和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三是要强化科

技、产业、财税、金融等政策的协同，落实研发激励政策，形成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四是要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

机制。五是要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激励措施和薪酬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 

   （来源：科技日报，2014 年 4月 24日） 

 

万钢部长谈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4月 10日至 11日，第五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议在京召开，全国

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万钢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当前我国科技工作的形势与任务，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的改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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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相关问题、国家创新指数和创新调查、科技成果转

化中的重大问题、中外技术评价及预测、产业创新与竞争分析、科技金融的发展

态势与热点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万钢在讲话中指出了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分别就我

国科技发展形势的判断、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认识、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治理能

力现代化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怎样开展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问题时，万钢认为：首先，战略研究者

要有深思的习惯。作为战略研究者，不能追求表层信息多、获得结论快，要有深

层次思考，战略研究才会有深度。其次，要有客观态度和探索精神。战略研究要

从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和自身规律出发。只有对现实问题和规律的认识持有正确

的方法论，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三是要有前瞻意识和改革勇气。对发展

与改革的战略研究，既要站高望远，准确地预判未来科技发展态势，也要敢于突

破藩篱，提出独到见解。四是要体现政策方向。政策建议是战略研究的最终落脚

点，一定要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政策建议要讲清楚为谁提、向

谁提、怎么做、政策的可能效果等。 

来自科技部和各省市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参

加了会议。北京、江苏、湖北、新疆等地代表交流了地方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研

究的最新进展。 

（来源：科技日报，2014 年 4月 11日） 

 

国际科技合作新进展 

 

1．中国-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 

5 月 19 日,“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技术合作及国际技术转移研讨会”在上

海举行，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作了主旨发言。 

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的一项重要科技合作活动，研讨会旨在交

流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创新技术政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了解中国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与创新集群、科技园区的发展及相关政策、大学科技园与科研成果

的转化、专业孵化器在推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等内容，并结合实际案例开展讨论

和分析。研讨会倡导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有效开展适用技术的转移和输出。 

曹副部长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概况和国际科技合作情况并指出，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创新和技术转移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大，希望通过为期两周的

深入研讨和实地调研，各国的科研机构与企业能够在产学研合作及国际技术转移

等方面加强交流，共同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并通过合作为各国经济社会的繁荣

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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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马其顿、波兰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 23 名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及相

关行业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周的研讨与交流活动。 

 

 

 

 

 

 

 

 

 

 

 

 

（来源：科技部，原题目：曹健林副部长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技术

合作及国际技术转移研讨会”开幕式，2014 年 5月 28日）   
 

2．中国-南亚国家的科技合作 

 首次中国-南亚国家科技部长会在昆明召开 

6 月 6 日，首次中国-南亚国家科技部长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云南省李

纪恒省长出席并致辞，科技部部长万钢就推进中国-南亚科技合作发表主旨演讲。

阿富汗通讯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米尔扎伊·桑金、巴基斯坦科技部部长扎希

德·哈米德、斯里兰卡技术研究部部长帕塔利·瑞那瓦卡、孟加拉科技部常秘克

达科·亚撒杜扎曼、马尔代夫财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阿什玛利、尼泊尔科技环

境部常秘克里希那·鲍德尔、印度驻广州总领事纳加拉杰·奈杜等南亚国家科技

部长和高官参加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6日下午集体会见了参会的南亚各

国科技代表团团长。 

这次会议达成如下共识： 

1）各方充分重视中国-南亚科技合作。认为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符合

各自发展的迫切需要。大力开展科技合作，有利于增进友谊、培养人才、促进人

文交流，有利于提升各国科技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带动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目前，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建立了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与斯里兰卡、

尼泊尔等国启动了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合作已取得了积极成效。 

2）南亚各国高度评价中方的相关合作建议。万钢介绍了中国科技发展情况，

并针对中国-南亚科技合作提出 5项合作建议，包括共建国家联合实验室/联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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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支持双方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施南亚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

划，共同培养科技人才；共建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中国先进适用技术

向南亚各国转移；推进农业科技合作，服务各国农业发展；开展科技创新政策交

流，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各方认为中方建议符合各国发展需求，有利于各国科技

能力的提升和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推动本区域共同进步。 

3）各方将积极推进各项合作。为务实推进各项合作，与会各方一致同意进

一步完善双边与多边科技合作机制，丰富政府间合作渠道和企业间合作平台，构

建更密切科技伙伴关系。会议为我适时启动中国-南亚科技伙伴计划奠定了坚实

基础。 

 

 

 

 

 

 

 

 

 

 

 

 

                             （来源：科技部，2014 年 6月 16日） 

 

 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揭牌 

6 月 6 日上午，在第二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式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和阿

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科技部长（或部长代表）

共同为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揭牌，汪洋副总理和南亚国家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揭牌仪式。     

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同日举行的首次中国-南亚科技

部长会重要成果。中心由科技部和云南省共建，旨在发展一批专业化的技术转移

机构并培养专业人才，构建覆盖中国-南亚区域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促进区域

的创新合作与发展。中心将根据中国及南亚各国企业的合作需求，围绕企业间的

交流、适用技术培训、先进技术示范等提供专业服务，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企业

深入合作，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先进适用技术的转移，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

的创新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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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立后，将在建设中国-南亚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建设中国-南亚技术转

移信息与对接平台、组织系列中国-南亚技术转移活动等方面开展工作。 

 

 

 

 

 

 

 

 

 

 

 

 

                                 （来源：科技部，2014 年 6 月 16 日）   

 

3．亚欧会议框架下的科技合作：亚欧新型城镇化与水可持续管理研讨会在

长沙召开 

为加强亚欧会议框架下的科技合作，中国政府在 2010年 10 月第八届亚欧首

脑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的倡议；后又在 2012年 11月

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提出 “建立亚欧水资源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倡议。根据

上述倡议，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于 2011 年 8 月在湖南省长沙市成立并开

展了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强了机构建设和能力建设，组织实施多项亚欧区域水

资源单边或多边国际合作项目，编写了《亚欧水资源科技报告（2011-2012）》，

并举办了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培训等。中方 2013 年继续推动建设亚欧水资

源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的工作。 

2014 年 5 月 22-23 日，亚欧新型城镇化与水可持续管理研讨会在湖南长沙

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科技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亚欧基金主办，得到湖南省政

府、中国外交部、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教育研究所、匈

牙利水业集团、亚欧基金大学校友会等多方面的支持。来自科技部和湖南省政府、

亚欧基金、中国亚欧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欧基金大学校友会的代表出席

了会议并致辞。 

这次亚欧会议框架下的国际会议，共有来自 22 个亚欧会议成员国政府、企

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专家 170多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城市水管理政策、以水生态系统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水技术创新的应用与合作、

案例分析与网络等 4个议题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 18个国家的 25位专家作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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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报告，分享了各国在统筹城镇化与水的可持续管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也分享

了相关的研究、技术和发展理念。与会人员交流的课题涉及水资源管理和政策创

新、城市水生态规划、城市饮用水漏损管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流域重金属污

水处置以及工程示范和案例分析等，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水管理问题提出了建

议。     

大会形成并共同通过了《长沙宣言》，亚欧成员国承诺利用各自影响力，寻

求多方关切和共同参与；加强亚欧区域交流与合作，打造城镇化与水可持续利用

与管理的交流平台；共同推动水领域的政策创新与管理、研发、适用技术转移与

示范；共建“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创新平台，推进“亚欧水资源科技创

新合作网络”建设。 

（来源：科技部，原题：亚欧新型城镇化与水可持续管理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2014 年 6月 9日） 

 

4．科技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非洲水行动项目” 

 2011年 11月，中国科技部长万钢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署长施泰纳先生

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谅解备忘录》，启

动了 2011——2013 年 6 个合作项目，统称为非洲水行动项目。这项合作涉及十

余个非洲国家，通过研发合作、技术转移及示范推广，将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技术、

旱作农业技术介绍到非洲。该项目受到了受援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为探

索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国际援助项目积累了经验。     

2014 年 4 月 1-3 日，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非洲

办公室在上海举召开“科技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水行动项目技术总结

会”，旨在从技术层面对项目进行总结，同时汇总合作成果、编写项目报告及宣

传文档。来自科技部国际合作司、UNEP 北京办公室和同济大学的代表出席会议

并致辞。UNEP非洲办公室、13家中方单位和来自 8个非洲国家的 11家合作单位

共 6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技术总结会。中外项目参与单位分别汇报了项目成果，

探讨了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分享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各个项目的技

术总结报告。与会的外方代表对科技部、UNEP和中方单位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认为中国的先进适用技术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示范效果好。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

把中国的适用技术、科技发展模式和经验介绍给更多的非洲国家，帮助非洲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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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部，原题目：科技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水行动项目技术

总结会在沪召开，2014 年 4月 23日） 

 

5．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科技合作：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与技术研讨

会在广州举办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中国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成员间的科技与创

新领域的务实多边合作。2014年 APEC会议的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

关系”，三个优先议题分别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

与增长；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国是 2014 年 APEC会议的东

道经济体。     

2014 年 APEC 研究与技术讨论会（ART）于 3 月 3-7 日在广州举办。这次活

动由中国科技部与韩国科学、信息通讯技术与未来规划部联合主办，由广东省对

外科技交流中心及韩国科技政策研究院承办。研讨会期间，来自 12个 APEC经济

体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实施科技创新政策的相关

议题。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陈霖豪副司长在开幕式上致辞，肯定了 ART对促进 APEC

成员间政策对话所起的积极作用，邀请与会成员关注并参与中国 2014年 APEC会

议科技创新领域其他活动。 

    由于中国是 2014年 APEC会议的东道主，这次讨论会特别举办了“中国专场”，

邀请科技部和广东省科技厅官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等到会介绍

了中国国科技与创新战略的背景和执行情况，增进了各经济体对中国科技创新形

势的了解，为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次讨论会是 2014年 APEC科技创新领域工作计划中的一项活动，对促进亚

太区域政策领域的对话交流，加强区域交流、推动实施科技创新具有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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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部，2014 年 3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