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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的 重 要 内 容。国 际 合 作 发 表 科 技 论 文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北京大学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贡献。对北京大学整体、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和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 SCI 论文发表情况作出分析，说 明 国 际 合 作 对 北 京 大 学 科 研 发 展 的 作 用，并 就 深 入 发 展 国 际 科

技合作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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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its development

towards a world-class institution. The co-authorship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well reflects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research quality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authorship of

publication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general，and that of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indic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addition，SCI publications on medicine are also analyzed. The authors also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such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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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各国

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其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

技术的竞争尤为引人关注。但是竞争的时代也是合

作的时代。对大学而言，这种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形

势对科研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也提供了

良好的机遇。应该看到，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是由现代科学研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科学研究

的根本目标是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扩展到未知的领

域。随认识的不断发展，科学研究不断地进行学科

分工与整合。今天，即使是在一个传统的二级学科

领域，研究 者 要 全 面 通 晓 其 领 域 已 变 得 极 其 困 难。
因此，不同专长的同行合作已成为科研工作的常规

形式; 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更成为促进科

学事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同时，为应对

各种重大挑战，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许多突出问题，全

球性的科研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对相应的科

研政策制定及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

有效的合作研究模式下，大型科学研究项目才能得

以有效实施，并有可能最终形成意义重大的成果。
对于信息高度互联化的当今世界，各种资源的

共享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为我们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 的 事 业 提 供 了 诸 多 可 资 利 用 的 良 好 契

机。如果认真把握，我们就可通过国际科研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迅速提高自身的水平。近年来，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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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意识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注意扩大和深化

国际交流中科研合作，使国际交流工作更为务实地

服务于科研与教学，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本文

将简要介绍北京大学的国际科技合作的现状，并进

一步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为例，从提高

北京大学科研论文水平的角度来分析科研国际合作

的成效。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

作的水平，本文对今后的工作思路、合作类型、运行

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作了一些探讨。

1 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的成效

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长期以

来，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形成了重视基础、加强应用

的优良传统。在北京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人员所提

倡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探索。这是北京大学“思想自

由，兼容并 包”精 神 传 统 的 充 分 体 现。科 学 研 究 中

科学家个人或群体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洞察对于形成

科学假设和科学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正是科

学进步的推动力。同时我们也看到，自由的交流合

作事实上是自由探索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自

由探索的一种重要形式。
多年来，北京大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上非常活跃。

高水准的国际间人员往来是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

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进一步挖掘其潜力来提升北

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的水平应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北京大学活跃的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直接促进了北

京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对 ISI web of science 北京

大学 2005—2009 年 6 年的科研论文的发表数据( 北

京大学科学 研 究 部 近 年 来 的 统 计 数 据) 做 分 析，我

们发现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 ( 表 1)。
这在一个方面反映出随着这几年科研国际合作的不

断深入，北京大学科研成果的国际化趋势也在不断

增强。

表 1 北京大学 2005—2009 年 SCI 论文

发表情况( ISI 数据)

Table 1 SCI publications of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2005-2009 ( ISI data)

年度 文章总篇数 国际合作文章篇数 国际合作比例 /%

2005 2886 774 26. 8

2006 3179 898 28. 2

2007 3340 959 28. 7

2008 3711 1162 31. 3

2009 4454 1514 34. 0

对论文引用情况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国际交流

与合作对取得原创性科研成果、增加成果的学术影

响力有重要作用
［1］。我们注意到对同一作者而言，

与国外合作者共同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明显高于仅

含国内作者的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通过国际

合作而产生的论文应有更为显著的创新性，可以更

快地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从而有利于科研成果的

传播和交 流
［2］。这 一 点 也 可 从 北 京 大 学 所 属 科 研

教学机构所发表的科技论文的质量中反映出来。以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表 2，北京大学科学

研究部近年来的统计数据) 为例，2005—2009 年，该

院各类属于国际科技合作发表的论文比例在逐年增

加，与此同时合作论文的质量也在进一步提高，平均

影响因子已由 2005 年的 3. 50 达到 2009 年的 4. 83。
该院近几年在年度论文发表数上已与国际上最重要

的化学研究 机 构 ( 如 美 国 伯 克 利 加 州 大 学 化 学 系 )

相当。提高论文的质量，即提高科研工作的质量，是

目前该学院主要的追求目标。在化学领域，一般认

为影响因子大于 3. 0 的学术刊物是其相应二级学科

的重要主流刊 物; 而 按 目 前 的 情 况 看，影 响 因 子 大

于 4 的则通 常 为 二 级 学 科 最 重 要 的 刊 物。2005 年

以来，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

平均影 响 因 子 均 超 过 3. 0，而 2009 年 的 数 据 表 明，

该学院的国际合作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较其发表论

文的总平均 值 高 出 1. 13。这 意 味 着 在 化 学 与 分 子

工程学院整体研究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国际科研合

作更有利于使其研究成果在更为重要更为高端的学

术刊物上得以传播。因此，国际科研合作的确有助

于促进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

对北京大学医学部近几年的论文发表情况( 表 3，北

京大学科学研究部近年来的统计数据) 的统计分析

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表 2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5—2009 年 SCI
论文发表情况

Table 2 SCI publications during 2005-2009 in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PKU

年度
文章总

篇数

总平均

IF
国际合作

论文篇数

国际合作

比例 /%
国际合作

论文平均 IF

2005 429 2. 39 46 10. 7 3. 50

2006 362 2. 60 59 16. 3 3. 22

2007 316 2. 88 51 16. 1 3. 50

2008 386 3. 34 80 20. 7 3. 78

2009 332 3. 70 77 23. 2 4. 83

说 明: 以 上 各 统 计 数 字 仅 限 于 北 京 大 学 为 第 一 作 者 单 位; IF: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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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08 年统计数据 . 北京大学公报，2008

表 3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05—2009 年 SCI 论文

发表情况( 包括附属医院)

Table 3 SCI publications during 2005-2009 in Health Science
Center ( including affiliated hospitals) ，PKU

年度
文章总

篇数

总平均

IF
国际合作

论文篇数

国际合作

比例 /%
国际合作

论文平均 IF

2005 434 2. 19 68 15. 7 2. 77

2006 541 2. 42 94 17. 4 3. 05

2007 722 2. 38 109 15. 1 3. 19

2008 789 2. 58 147 18. 6 3. 42

2009 943 2. 86 129 13. 7 3. 23

说 明: 以 上 各 统 计 数 字 仅 限 于 北 京 大 学 为 第 一 作 者 单 位; IF:

影响因子。

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对促进北京大学的社

会科学研 究 水 平 的 提 高 亦 有 十 分 明 显 的 作 用。例

如，在 2007 年 度 北 京 大 学 所 发 表 的 SSCI 和 AHCI
论文中，通过国际合作及于含港澳台地区合作发表

的论文数占 43. 3% 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京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对外合作交流的活跃程度，也

充分表现了北京大学研究队伍的活跃与开放，具有

广泛的影响。
当然，如果对合作论文发表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科研合作还有进一步扩展

的必要。以北京大学 2007 年发表文章数据为例，在

发表的 SCI 论 文 总 数 中，国 际 合 作 论 文 约 占 28%
( 包括非北 京 大 学 为 第 一 作 者 单 位 的 论 文 )。而 同

样在 2007 年，哈 佛 大 学 国 际 合 作 的 论 文 比 例 为

38% ，国 际 合 作 与 国 内 合 作 的 论 文 总 和 达 到

89. 1% ［3］。哈佛 大 学 的 研 究 的 广 度 与 研 究 合 作 的

广度有更为鲜明的多学科性、多样性与更大的影响

力。可以预计，当我们的科研工作越来越多地面对

多学科性的复杂问题，需要更多手段予以解决时，以

合作研究方 式 得 到 的 科 研 成 果 的 总 数 将 会 大 幅 度

上升。

2 关于推进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的

一些思考

我们从北京大学科研论文发表的情况可以清楚

看到科研国际合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学者之

间自由的交流和合作探索，所取得的成效不仅反映

在论文发表、成果共享、学术水平提升等方面，事实

上也促进了教学和高素质学生培养。目前我们必须

意识到，在科研国际合作的维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若把科研国际合作项目的多寡也作为衡量一个大学

或科研机构科研国际合作水平的指标，那么北京大

学的状况就不容乐观。虽然北京大学与科研国际合

作相关的人员往来相当频繁，但其形式主要是以承

担科学研究使命和责任的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流合作

为主。现阶段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项目在整体上

存在“规模偏小、强度不高”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北

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需要紧密结合北京大学在教育

国际化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充分

利用北京大学长期积累起来的优质国际合作资源，

拓宽思路，调动协调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北京大学是我国外事任务最为繁重、国际交流

活动最为活跃的大学。但其教师的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大多数具有“民间”交流的特点，这是与北京大学

的教师结构密切相关的。目前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

中有三分之一是直接从国外学成归来的。而且，随

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展开，会有越来越多的北京

大学教师通过进修、高访或其他方式与国际同行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教员主导 ( faculty driven) 的国

际合作“自下而上”(bottom-up) ，建立在学者对于科

研问题的共同兴趣之上，形式灵活，讲究实效，但通

常规模较小，难 以 得 到 强 有 力 的 资 金 和 项 目 支 持。

而另一方面，学校所主导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则具有

“自上而下”( top-down) 的特点。它更关注国际交流

中的大政策 和 利 益，更 关 注 国 际 交 流 平 台 的 构 建。

我们认为，为促进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的进一步

发展，应该力求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

国际交流模式之间的有机结合，并将其分解为具有

可操作性的具体科研国际合作内容，从而切实服务

于北京大学的科研与教学事业。

就学校层面的工作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如何调动学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加积极深入地

参与到一些 首 先 由 学 校 层 面 运 作 的 国 际 交 流 事 务

中。科研国际合作的最终主体是从事具体科研工作

的学者。没有学者的有效参与，科研国际合作将无

法取得实质 性 成 果。迄 今 北 京 大 学 已 与 世 界 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260 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校际

合作关系。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上述数字

还会逐步增加。应该说，在这些校际合作关系中蕴

涵了丰富的优质科研国际合作资源。当校际合作关

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有更多的北京大学学者参与，那

么在校际合作的内容中，将无疑能够容纳更多具有

358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46 卷

实际针对性的科研合作项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国外一流大学开始实施“中国战略”，它们在中国开

展的工作已不仅仅停留于建立一般的校际关系，而

是致力于 寻 找 各 类 具 体 项 目 的 合 作 伙 伴。与 此 相

应，我们也应 该 有 明 确 的“校 际 合 作 战 略”，强 化 并

拓展校际合作中的科研合作内涵。
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用于科技发展的公共

投入迅猛增加，其中包含了大量用于资助国际合作

研究的经费。例如，我国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市政府等许多不同类型

的政府机构均设有资助科研国际合作项目的专项经

费。我们应该意识到，开展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的科

研国际合作的外部条件日益改善，合作渠道和经费

日益增多。此 处 仅 以 欧 盟 第 七 框 架 计 划 (EU FP7，

2007—2013 年)［4］
为例做一说明。第七欧盟框架计

划的总预算为 502 亿欧元，较 2002—2006 年间实施

的欧盟 第 六 框 架 计 划 的 175 亿 欧 元 多 出 327 亿 欧

元，并且其资助的研究领域有较大扩展。该计划涉

及合作研究( cooperation)、前沿探索( ideas)、人力资

源( people)、研 究 能 力 建 设 ( capacities) 4 个 部 分。
其中在“合 作 研 究”中 列 出 了 9 大 优 先 主 题 领 域

( thematic priorities) ，包 括 健 康、食 品 农 业 及 信 息 技

术、信息通信技术、纳米科学与材料、能源、环境、交

通、社会经济科学和人文科学、安全和空间科学等。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研究计划为开展高水平高层次的

科研国际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目前，北京大学已

向欧洲的一些重要大学表达了共同参与欧盟第七框

架计划的意向，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也已与其欧洲

同行在做相关的准备。譬如，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的空间信息集成与 3S 工程应用实验室与

国立爱尔兰 大 学 ( 梅 努 斯) 近 来 成 立 了 空 间 科 学 领

域的“北京大学-梅努斯科学研究中心”，并与法国、
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典的大学等一起着手就共同申

请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资助进行了前期准备。
北京大学 国 际 合 作 工 作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和 尝

试，在 寻 求 合 作 伙 伴 ( 包 括 大 学、科 研 机 构、大 学 组

织、政府 机 构、学 术 管 理 和 资 助 机 构、企 业 工 业 界

等)、教员和学生交换、创建新的合理有效的合作模

式等方面做了很多颇有实效的工作。我们认为，科

研国际合作的含义是广泛的，绝非仅仅局限于国际

合作项目和经费的多少。其中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是

如何通过国 际 合 作 来 进 一 步 全 面 提 高 师 资 队 伍 素

养，进一步改革完善科研管理与运行。例如，目前北

京大学具有相当一批 35 岁左右的年轻博士生导师，

如何使他们尽快地适应并胜任其工作的要求、在教

学与科研上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是学校师资队伍建

设中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课题。若能有计划地邀请

国际著名学者以及国际重要的学术团体和科学出版

机构举行具有针对性的讲习和培训，会对提高研究

队伍的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虽然这些

工作无涉科研项目和经费，但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

一流 大 学 的 事 业 也 许 有 起 到 更 为 基 础 性 建 设 的

作用。
北京大学 的 科 研 国 际 合 作 无 疑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只有通过学校各职能部门和师生协同努力，才

能实施有意义的科研国际合作项目。因此，我们需

要建立合适的机制，以便协调与实施科研国际合作

工作，更好地为北京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另一

方面，北京大学的科研国际合作也需要有一支高水

平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承担着与科研国际

合作相关的日常工作，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北京大

学的科研状态与学科建设的重点，了解相关的科研

政策，有判断地筛选、组织和传递信息，并沟通协调

于不同职能单位与教授学者之间，能够为学校各个

层面各种类 型 的 科 研 国 际 合 作 提 供 及 时 有 效 的 服

务。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北京大学的科

研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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