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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 

技创新合作现状及对策研究 

雷筱娱
1
 

（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1） 

【摘 要】：文章通过调研国家层面与湖南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行动实施情况,分析现状,总结问题,从重点

领域与重点任务等层面调研整理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现状,分析存在问题。目前,存在基础

研究不足、合作重点领域不均衡、联合研发与高水平科技创新合作较少、国际性技术转移机制尚未形成的问题。针

对现状提出了 4 点建议,加快省级规划出台推进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构建联合研究模式、建立国际技术转移机

制、加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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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在全球的普及与扩散,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际共识[1]。自 2017年我国提出启动“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将“一带一路”建设创新之路以来,我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

作关系,签署了 46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协定包含农业、新能源、航天、信息、生态环保、生命科学、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等

领域[2];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24 个国家的 29 个使领馆设有科技处(组),积极推动双边科技创新领域的务实合作;“科技伙伴

计划”是中国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开展科技合作的重要举措,目前已建立的中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中国—

拉美、中国—阿拉伯、上合组织国家等“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合作组织
[3]
。 

坚持创新发展,开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是我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大势所趋[4,5]。《湖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提

出,“将依托领军企业、高校院所组建海外联合研发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构建以四大平台为核心、多个合

作基地为节点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为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对支撑科技企业升级发展具有指导作

用。因此,本文提出开展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现状及对策的专题研究,通过调研国家层面与湖南省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行动实施情况,从重点领域与重点任务方面调研整理我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现状,分析存在

问题,从而提出建议与对策。 

2 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现状 

2.1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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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强化科技创新,开展人文交流 

近年省内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签订合作协议 280 份以上,引进“一带一路”外籍专家 103 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

“一带一路”世界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连续两年邀请了来自 70 多个国家的 200 余名国际嘉宾和青年代表们来长沙开展科技人

文交流。由隆平高科承办的“2017 年发展中国家杂交水稻综合技术培训班”与“2017 年发展中国家杂交玉米综合技术培训班”

在长沙同时开班,该培训班共计培训利比里亚、孟加拉、文莱、埃塞俄比亚等 15个沿线国家的 115名学员,深化湖南省与沿线国

家的科技人文交流。 

2.1.2支持平台建设,着力技术转移 

近年湖南省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先后与沿线国家合作建立一批共建实验室与技术转移中心。其中,中南大学牵头分别与湖

南省内的中车四方及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联合组建了轨道交通安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开展科技人才的交流与培养,促进轨

道交通领域成果的技术转移。在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方面,湖南省积极推进湖南昭泰医疗集团与新西兰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签订战略

框架协议,在长沙建设“中国—新西兰创新转化中心”将医疗领域技术成果落地开花。 

2.1.3开展重大工程建设,提升沿线基础保障 

中车株洲、三一等先进制造领域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 12 个生产基地,产品销售覆盖沿线 31 个国家,为打

造“走进去”的世界级交通产业集群,构建联运联通的“一带一路”交通体系提供重要助力。目前,湖南省运行的湘欧快线已达

191列,数量居 52个中欧班列城市中第 8位。 

2.1.4共建特色园区,鼓励“走进去”合作 

通过与沿线国家主动对接合作建立科技园区,湖南省在先进制造、农业等产业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间的科技经贸合作,累

计投资 105亿元以上,在 9个国家建立 10个科技合作园区。先进制造领域的 2个合作科技园区,主要开展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

工程机械设备生产与相关产品服务;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的合作园区 3 个,主要包括农副产品等的生产、加工、贸易、物流、仓储

及农机交易等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纺织及其他领域科技园区 5个。 

2.2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重点领域发展 

2.2.1先进制造 

湖南省先进制造领域“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情况,分为轨道交通与工程机械两方面,重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

包括中车株洲、三一重工、星邦重工、中联重科等。其中,近 3 年来,湖南省轨道交通产业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20 个,工程机械产业合作项目 13 个,在境外投资建设基地 5 个。其中,轨道交通领域 9 个合作公司与基地建设项目,11 个出口项

目,湖南省轨道交通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合计投资 17.8亿元以上,出口额合计 245.8亿元以上。 

2.2.2农业 

近年农业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了 27 个代表性项目及 5 个合作农业园区。农业领域代表性企业隆平高科等,分

别在东帝汶、老挝、俄罗斯等沿线国家建设 5个农业科技园区。以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分别在巴西、印度、柬

埔寨、越南、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保加利亚、越南开展杂交水稻技术的研发与利用,并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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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新材料 

近年湖南省新材料领域主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包括新型合金材料、化工新材料、碳基材料三类领域,合作

项目 14个。其中,新型合金材料的代表企业是晟通科技、湘投金天,化工新材料领域的代表企业是巴陵石化、时代新材、益阳橡

塑。碳基材料领域代表企业是顶立科技。 

2.2.4能源 

近年湖南省重点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建设市场,鼓励海外投资等多样化模式参与海外电力项目,重点开展了

20 项各类能源工程设计、建设、科技合作等。在常规能源领域,坚持以东南亚、非洲为重点,积极参与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

通建设布局,在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埃塞俄比亚等沿线国家,推动湖南省的能源工程承包。在常规能源领域,与沿线

国家合作主要集中于机组扩建与输配电网建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湖南省能源企业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清洁利用、煤电一

体化及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研发和示范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站建设及设计服务等。 

2.2.5交通 

近年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合作项目共计 41项,其中,34项金额总计 3444.6亿元,包括修建公路(含桥梁)18项,

金额 1684.9亿元,修建铁路 7项,金额 1168.5亿元,修建口岸(港口口岸、陆路口岸、航空口岸)16项,金额 591.2亿元,与埃尔及

利亚、刚果、斯里兰卡、老挝、坦桑尼亚、格鲁吉亚、加蓬、马里共和国、尼珀尔等数十个重点国家及地区,开展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合作[1]。 

2.2.6资源 

近年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合作项目共计 17项,其中,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综合利用合作项目 13个,水资源综合

规划与利用项目 4 个,主要与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区域的国家展开合作,包括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

克斯坦等国。 

2.2.7医药健康 

医药健康领域,湖南省与沿线国家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23项。其中,科技人文交流活动活跃,近年来,湖南中医药大学与巴基斯

坦卡拉奇大学联合成立了“中一巴民族医药研究中心”,与马来西亚林肯大学联合办学。在医疗协作方面,湘雅与美国匹兹堡大

学医学中心共建了国际医疗部,与卡拉奇大学共同成立中巴民族医药临床试验中心,与瑞典开展瑞典毒理学研究中心合作技术攻

关等。 

3 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问题分析 

3.1基础研究不足,对接机制仍需进一步建立完善 

一是,“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研究不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发展较快,然而,湖南省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尤其是科技

创新领域,对“一带一路”建设长效推进机制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需结合当前省内全行业科技创新实际,协调好阶段性和长期

性的关系,不断加深理论研究来指导“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 

二是,合作机制仍需建立完善。湖南省近年来陆续出台规划与方案,着力于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依托重点产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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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区、口岸、国别、人才,打造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腹地。站在科技创新的视角,湖南省目前的科技创新“一

带一路”基本依托于省内“一带一路”战略工作方案,对接工作缺乏顶层管理机制,不利于与沿线国家建立科技创新的长效沟通

与合作机制。 

3.2合作重点领域不均衡,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双向投资差距较大。相较于湖南省优势领域重点企业“走出去”近年发展势头,沿线国家“走进来”对湘投资规模较

小。 

二是,湖南省大多数企业尚未在境外建立具有一定产业协同度的园区,在海外单打独斗的局面较为明显。在科技创新合作领

域,仍需建立与沿线国家科技园区、重点领域的合作交流机制。 

三是,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综合 10个重点发展领域的合作现状,湖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数量最多的领域,

分别为新材料、交通、先进制造、能源、资源。以时代新材、晟通科技、中车、三一、隆平高科等为代表的省内龙头企业在“一

带一路”战略指引下,纷纷加速布局自身国际市场。在先进制造领域,省内领军企业与沿线国家共建科技园区等已逐渐取得成效,

目前,已经在建的园区基地数量 11个,稳步推进该领域我省“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如图 1所示。 

3.3联合研发合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联合研发较少。尽管目前湖南省内企业已在相关国家设立分公司与研发中心,但受到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知识产权保

护等因素影响,真正联合攻关研发的活动仍需进一步加强,从而助推科技合作产生的创新效益。 

 

二是,开展深度科技创新合作较少。近几年湖南省已面向 30 多个国家,组织举办 30 多场次的培训,参培人员超千人,但在合

作深度方面,仍需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成果转化基地,开展科技人文深度交流合作,共同破解技术难

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三是,湖南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发起或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等相关科技创新合作仍然屈指可数,应通过发起或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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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大科学计划提升我省的知识创造与成果转化能力。 

3.4未形成国际性技术转移机制 

一是,湖南省国际性技术转移机制不够完善。参与国际技术转移的机构数量较少,开展的活动以促进国际技术转移为名的对

接交流活动为主,受到技术保护、信息、资金等多因素影响,但实际促成国际性技术转移活动,尤其是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促成的国际性技术转移项目数量很少。湖南省重点参与欧洲企业服务网共同打造 EEN华中中心(EEN-CC),通过帮助省内企业与国

外企业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促进科研项目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尝试。 

二是,国际技术转移相关制度与转移模式仍不规范,技术交易难以形成标准化产品,与国外企业只能开展零散单点对接。由于

国际性技术转移工作往往需要集外语、法律、技术等于一体的国际技术经纪人,因此,湖南省内机构专业人员的缺口比较大。 

4 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对策及建议 

4.1加快出台省级规划,推进科技合作机制建设 

一是,加快出台相关规划政策。为有效支撑“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加快出台科技创新合作规划方案,着重于促进基于需求的

合作项目与合作平台建设,并且出台相关重点领域、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鼓励与支持政策,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

向深层次发展。 

二是,总结湖南省与兄弟省份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上的经验。当前,湖南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已经初步布局亚、非、

欧等沿线国家,通过借鉴与总结经验,建立完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长效推进机制,将有利于构建湖南省区域开放新格局。 

4.2构建联合研究模式,重点支持建设科技产业园区 

一是,建立重大科技创新合作研究模式。结合湖南省先进制造、新材料、能源、农业、医药等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基于沿

线国家实现需要,在共性关键技术上,支持开展湖南省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研究,联合开展世界前沿性重大科学研究,在优势

互补基础上,开展重大项目的国际科技合作。 

二是,合作建设重点领域的产业科技园区。湖南省已具有在海外建立与运营科技产业园区的经验,建议支持重点企业通过以

境外投资并购等方式,取得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并到相关国家建设境外合作园区,推动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和优化整合。加强对农

业、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引资优势,支持沿线国家来湖南省投资建设产业园区与高新技术企业。 

4.3建立国际技术转移机制,引进与培养国际人才 

一是,鼓励国合基地等从事国际技术转移的机构完善国际协作网络建设。一方面,促进湖南省优势领域先进技术向沿线国家

转移,另一方面,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技术转移机构与相关人才,拓宽与国外科技技术转移机构深度合作渠道,推动沿线的先进技

术与湖南省的合作及成果转移转化。 

二是,积极引进与培养国际创新团队与技术转移人才。借助湖南省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等面向高端人

才的政策,在前期沟通的成果上,邀请俄罗斯、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等顶尖的研发团队参与湖南省国际科技合作的重大专项,吸引

高级创新团队、科技创新高端人才、国际技术转移人才来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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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挖掘智力成果 

一是,大力支持湖南省的科技智库工作。建议充分调动湖南省科技创新领域及管理部门的研究力量,建设“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智库,进行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合作研发机构、研究中心、科技合作园区、国际技术转移、

创新项目等方面的研究,定期出版智库报告,发挥智库的咨询作用与纽带作用,进一步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科技创新核心作

用。 

二是,建议以省内科技创新领域机构为依托成立科技创新智库联盟。联盟实现常规化管理,定期组织联盟智库机构展开讨论,

通过深入挖掘与梳理汇总,系统发布“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成果。智库联盟既为行业提供交流学习平台,也可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成果通过统一的报送方式向科技主管机构进行报送,为我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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