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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是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的重要支持渠道.本文通过统计和分析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数量、项目类型、学科分布、依托单位等情况,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发展现状,并为进一步提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实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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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中,高校发挥着“民心相通”的独特作用.中

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７年２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高校

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１],首次将“国际交流

合作”确定为高校的第五项职能.同时,作为党中

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也充分肯定了科学研究

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地位[２４].与世界一流大学

和学术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带动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与引进,是“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联合承担国

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是开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的代表性形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始终将推进自然科学

基础研究领域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作为其主要职责

之一,设立了多种类型的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资助我国科研人员积极开展国际(地区)学术交

流与合作研究.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原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２０１４ 年更

名[５])和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两大类[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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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　博 士,助 理 研 究 员,西 北 工 业 大 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国际科技合作办主任,主

要从事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国 际 合 作 等 科

研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围

绕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

究领域、我国科学家组织或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研

究项目或计划以及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与境外合

作者开展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７];组织间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境

外资助机构(或研究机构和国际科学组织)共同组

织、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的双(多)边合作研究项

目[８],根据不同的境外资助机构/国际组织下设具体

项目,例如 NSFC—ISF项目(中以)、NSFC－DFG
项目(中德)、NSFC－BRICS项目(国际组织)等[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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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是我国

高校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的主要国家经费来源,也是衡量我国高校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实力的重要标志.
本文研究了自“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期间,我国首批４２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资助情况,全面分析了该类高校群体获批此类项

目数量、经费与学科分布,以及各高校获批此类项目

数量排名与学科分布,总结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发展现状,并为进一步提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实力提出建议.

１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原始数据,来源于科学基金网络信

息系统提供的项目综合查询(https://isisn．nsfc．gov．
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Ｇlist).我国首批４２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来源于教育部、财
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

知»[１０].

２　资助情况统计和分析

２．１　总体资助项目的数量与经费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表１和表２),“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累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８４９项,占全年该类项目

立项总数的５０．３０％;获资助直接经费近１７．４７亿

元,占全年该类项目资助直接经费总量的５０．５５％;

２０１７年获批项目数达到２５７项、获资助直接经费近

５．０５亿元,成为近４年获批该类项目和直接经费数

量最多的一年.
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方面,“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累计获批２２７项,
占全国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的５４．１８％;获资助直

接经费约５．４２亿元,占全国该类型项目资助直接经

费总量的５３．８４％;每年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和经

费的全国占比均达到了５０％以上.
在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方面,“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累计获批 ６２２
项,占全国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的４９．０１％;获资助

直接经费近１２．０５亿元,占全国该类型项目资助直

接经费总量的４９．２１％;２０１７年获批该类型项目

１９８项、获资助直接经费约３．６５亿元,成为近４年

获批该类型项目和直接经费最多的一年.

２．２　总体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分析

从总体学科分布情况看(表３),“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涵盖全部８个科学部,在

４个科学部获批超１００项,依次是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获批１８４项、医学科学部获批１６４项、生命科学部

和信息科学部分别获批１１１项;在６个科学部的获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

年度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项数 全年立项总数占比 项数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占比 项数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占比

２０１６ １７３ ４８．６０％ ６０ ５７．１４％ １１３ ４５．０２％
２０１７ ２５７ ５３．９９％ ５９ ５５．６６％ １９８ ５３．５１％
２０１８ ２１５ ５０．１２％ ５４ ５１．４３％ １６１ ４９．６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４ ４７．７８％ ５４ ５２．４３％ １５０ ４６．３０％
合计 ８４９ ５０．３０％ ２２７ ５４．１８％ ６２２ ４９．０１％

表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经费∗

年度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经费 全年立项总经费占比 经费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经费占比 经费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经费占比

２０１６ ３７７１４．８３ ４７．６８％ １４０４０．００ ５６．１６％ ２３６７４．８３ ４３．７６％
２０１７ ５０４８９．８４ ５３．４０％ １３９８２．００ ５５．３５％ ３６５０７．８４ ５２．６９％
２０１８ ４３２９８．０２ ５２．０４％ １３０３７．００ ５１．２１％ ３０２６１．０２ ５２．４１％
２０１９ ４３２１３．９９ ４８．６９％ １３１６４．００ ５２．６６％ ３００４９．９９ ４７．１４％
合计 １７４７１６．６８ ５０．５５％ ５４２２３．００ ５３．８４％ １２０４９３．６８ ４９．２１％

　　∗ 经费为直接费用,单位为万元



　

　６５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表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在各科学部分布情况

学部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项数 全年立项总数占比 项数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占比 项数 该类型项目立项总数占比

数理科学部 ７５ ５９．０６％ １０ ５５．５６％ ６５ ５９．６３％
化学科学部 ８０ ５２．２９％ １９ ６３．３３％ ６１ ４９．５９％
生命科学部 １１１ ３４．０５％ ３１ ４４．９３％ ８０ ３１．１３％
地球科学部 ７８ ３５．４５％ １５ ３９．４７％ ６３ ３４．６２％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８４ ６１．１３％ ３６ ６２．０７％ １４８ ６０．９１％
信息科学部 １１１ ６５．２９％ ３９ ６７．２４％ ７２ ６４．２９％
管理科学部 ４６ ６２．１６％ １３ ７６．４７％ ３３ ５７．８９％
医学科学部 １６４ ５１．７４％ ６４ ４８．８５％ １００ ５３．７６％

表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的前２０名

排名 高校
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数

组织间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数

总项数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立项总数中占比

１ 清华大学 １６ ８０ ９６ １１．３１％

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５ ４３ ６８ ８．０１％

３ 北京大学 １４ ５２ ６６ ７．７７％

４ 浙江大学 １６ ３７ ５３ ６．２４％
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５ ３０ ４５ ５．３０％

６ 复旦大学 １０ ３０ ４０ ４．７１％

７ 中山大学 １６ ２２ ３８ ４．４８％

８ 南京大学 ６ ２７ ３３ ３．８９％

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４ ２３ ２７ ３．１８％
１０ 中国农业大学 １ ２２ ２３ ２．７１％

１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６ １７ ２３ ２．７１％

１２ 西安交通大学 ４ １８ ２２ ２．５９％

１３ 同济大学 ８ １３ ２１ ２．４７％

１４ 天津大学 １ １８ １９ ２．２４％

１４ 四川大学 ６ １３ １９ ２．２４％
１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４ １４ １８ ２．１２％

１６ 中南大学 １３ ５ １８ ２．１２％

１８ 华南理工大学 ４ １３ １７ ２．００％

１８ 山东大学 ４ １３ １７ ２．００％

２０ 厦门大学 ２ １４ １６ １．８８％
２０ 武汉大学 ５ １１ １６ １．８８％

２０ 北京理工大学 ６ １０ １６ １．８８％
前５名获批项目 ３２８ ３８．６３％
前１０名获批项目 ５１２ ６０．３１％

批该类项目数量占到了全国立项总数的５０％以上,
依次 是 信 息 科 学 部 (６５．２９％)、管 理 科 学 部

(６２．１６％)、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６１．１３％)、数理科学

部(５９．０６％)、化学科学部(５２．２９％)和医学科学部

(５１．７４％).
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方面,“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获批项目涵盖全部

８个科学部,在医学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等４个科学部,获批该类型

项目数量超过３０项,其中医学科学部获批项目数量

最多,达到６４项;在管理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化学

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数理科学部等５个科学

部,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占到了全国立项总数的

５０％以上,其中管理科学部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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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立项总数比例最高,达到７６．４７％.
在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方面,“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获批项目涵盖全

部８个科学部,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

等２个科学部,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超过１００项,其
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最多,达
到１４８项;在信息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数理

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医学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等６
个科学部,获批该类型项目数量占到了全国立项总

数的近５０％以上,其中信息科学部获批该类型项目

数量占全国立项总数比例最高,达到６４．２９％.

２．３　各校获资助项目的数量分析

从依托单位看,表４给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的前２０名.清华大学高

居首位,累计获批９６项,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群体获批该类项目总数的１１．３１％.上海交通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依次位列

第２名至第５名,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

获批该类项目总数的占比均在５％以上.前５名高

校累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３２８项,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获批

该类项目总数的３８．６３％.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
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则依次位列第６名至第１０名,在“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该类项目总数的占比均在

２．７％以上.前１０名高校累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５１２项,占“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群体获批该类项目总数的６０．３１％.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因整体立项数量

少,各校获批项目数量差距不大,中南大学、同济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４所高校进入该类型

项目获批数前１０名.同时,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因立项数量相对较多,其获批数量前１０名

的入围高校基本与总排名一致,仅局部前后排序有

所变化.综合总排名和两类具体项目排名情况,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稳

居前５名.

２．４　各校获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分析

从各科学部看,表５给出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各科学部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的前１０名.
清华大学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实力超群,在数理

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

部、管理科学部等５个科学部均拔得头筹;中国农业

大学是生命科学部获批该类项目数量第１名;北京

大学是地球科学部获批该类项目数量第１名;上海

交通大学是医学科学部获批该类项目数量第１名.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５个科学部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数量差距较

大,第１名与第２名高校的获批项目数量差超过５
项:在数理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

等３个科学部,清华大学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获批

项目数量是第２名高校的１．７倍以上;在生命科学

部,中国农业大学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获批项目数

量是第２名高校的约１．４倍;在医学科学部,上海交

通大学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获批项目数量是第２
名高校的近１．４倍.

同时,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前１０名的学

科分布看(表６),在前１０名的１１所高校中,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６所高校在全部８个科学部均

有获批项目;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

３所高校在７个科学部有获批项目;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２所行业特色高校,也分别在

５个和６个科学部有获批项目.由此可见,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前１０名

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多为综合性大学,均具

有在多学科开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的特点.
然而,同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不同

科学部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数量的差异也十分显著.清华大学在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十分突出,上海交通大学在医学科学部十

分突出,北京大学在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等２
个科学部较突出,浙江大学在医学科学部、生命科学

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等３个科学部较突出,华中

科技大学在医学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等２个

科学部较突出,复旦大学在医学科学部较突出,中山

大学在医学科学部较突出,南京大学则比较均衡,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数理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等３个科学部较突出,中国农业大学

在生命科学部较突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信息科

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等２个科学部较突出.医

学科学部是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的热点领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６所高校

的领军优势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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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各科学部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的前１０名

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清华大学 １４ 清华大学 ７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７ 北京大学 ８
北京大学 ７ 上海交通大学 ７ 北京大学 １２ 中山大学 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７ 天津大学 ７ 浙江大学 １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６
南京大学 ６ 北京大学 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１ 清华大学 ５
上海交通大学 ５ 浙江大学 ６ 清华大学 １０ 南京大学 ５
复旦大学 ４ 复旦大学 ６ 复旦大学 ４ 云南大学 ５
西安交通大学 ４ 南京大学 ６ 南京大学 ４ 浙江大学 ４
中山大学 ３ 大连理工大学 ５ 华东师范大学 ４ 厦门大学 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３ 南开大学 ５ 兰州大学 ４ 兰州大学 ４
北京师范大学 ３ 华南理工大学 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４ 天津大学 ３
武汉大学 ３ 武汉大学 ３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前１０名高校 项数

清华大学 ２７ 清华大学 １７ 清华大学 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０ 北京大学 ４ 复旦大学 １８
浙江大学 １１ 北京大学 ８ 华中科技大学 ４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６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７ 复旦大学 ４ 中山大学 １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９ 北京理工大学 ７ 上海交通大学 ３ 浙江大学 １３
北京大学 ９ 东南大学 ７ 南京大学 ２ 北京大学 １２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９ 上海交通大学 ６ 天津大学 ２ 四川大学 １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７ 电子科技大学 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２ 清华大学 １０
同济大学 ７ 浙江大学 ５ 武汉大学 ２ 中南大学 ７
中南大学 ７ 山东大学 ５ 北京理工大学 ２ 厦门大学 ５
华南理工大学 ７ 中国人民大学 ２

表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数量前１０名的项目学部分布

排名 高校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程与材料 信息 管理 医学

１ 清华大学 １４ ７ １０ ５ ２７ １７ ６ １０
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５ ７ １１ ２ ９ ６ ３ ２５
３ 北京大学 ７ ６ １２ ８ ９ ８ ４ １２
４ 浙江大学 ２ ６ １２ ４ １１ ５ １３
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２ １ １ １４ ７ ４ １６
６ 复旦大学 ４ ６ ４ ３ １ ４ １８
７ 中山大学 ３ ２ １ ７ ６ ２ １ １６
８ 南京大学 ６ ６ ４ ５ ３ ３ ２ ４
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７ ３ １ ６ ６ ２ １ １
１０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７ １ ２ １ ２
１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３ １ １ ７ １０ １

３　总结与分析

３．１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是自然科学基

础研究领域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的重要力量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主

要群体之一,累计获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和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项目数量和

资助经费达到全国总资助体量的５０％左右,每年获

批项目数量和资助经费均达到全国占比的５０％左

右.以上数据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

按照“双一流”建设提出的“推进国际交流合作”要
求[２],持续加强国际(地区)协同创新,积极开展高水

平科学联合攻关,是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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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区)合作研究的主力军,在国家国际(地区)科
技合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

平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

３．２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开展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的优势学科分布广泛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数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和医学科学

部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开展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的优势学科领域,在以上６个科学部累计

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数量超过相应科学部全国立项总数５０％以上.同

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在地球科学部和

生命科学部获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数量也超过相应科学部全国立项总数

的三分之一.以上数据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群体所开展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涉及众多学

科领域,整体呈现了学科广泛的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发展态势.

３．３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具有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优势的高校和学科发挥了突出的引

领作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具有依

托单位相对集中的特点,第１名、前５名、前１０名高

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的数量,分别占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获

批该类项目总数的１１．３１％、３８．６３％和６０．３１％.
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在数理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和医学

科学部等５个科学部,获批项目数量第１名的高校

其获批项目数远超其它高校.以上数据表明,在“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中,部分高校凭借多学科

出色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成为该群体

开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的领军力量,各校开展国

际(地区)合作研究的能力还很不均衡.另外,同一

所高校在不同科学部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数量差距也十分明显,表明

同一所高校的不同学科其开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的能力也尚不均衡.

４　建议

４．１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需持续发挥国

际(地区)合作研究主力军作用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全球

蔓延等宏观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下,今后一段时期内,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所面临的挑战将十分严峻复杂.为此,“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应主动肩负起国家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主力军的使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科技开放创

新,充分发挥高校“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

和创新第一动力结合点”[１１]优势,优化全球科技合

作布局,积极拓展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网络;大力引

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培养科研人员国际化能力,打
造强有力的国际(地区)科技合作队伍;推动线上线

下相融合的国际(地区)学术交流方式,营造活跃的

国际(地区)学术氛围;积极破除阻碍开放创新的机

制体制障碍,持续推进国际(地区)科技协同创新.

４．２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可在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中进一步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

优势

　　随着全球基础研究所解决的科学问题日益复

杂,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趋势明显.为此,经中央编办

复字〔２０２０〕４６号文件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成立交叉科学部[１２].“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群体所具备的多学科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特征,恰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

交叉科学部促进复杂科学技术问题的多学科协同攻

关的初衷相契合.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群体可进一步发挥学科资源丰富的优势,引导和鼓

励科研人员在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中积极凝练交叉

科学问题,广泛凝聚全球优势科研力量,共同开展日

益复杂的前沿科学问题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合

作研究,创新交叉研究范式,催生新兴交叉领域的重

大原创突破,培养更多复合型创新人才.

４．３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需在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中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

　　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存在的各校之间、同一所高校不同学科之间

发展不均衡问题,一方面各校需进一步整合校内国

际科技合作资源,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充分挖掘自身

优势特色研究领域国际(地区)合作研究潜力的同

时,通过交叉融合积极拓展更多新的合作方向,提升

各校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实力;另一方面,各高校

之间需加强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的互动交流与协同

研究,通过组织国际(地区)合作研究方面的学术研

讨、科研管理等专题会议,分享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的成功经验、研讨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更大范围的

合作研究,以期进一步发挥领军高校的带动作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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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群体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能力的协同发展.

致谢　感谢西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李婧对本

文原始数据收集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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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gional)cooperation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 (NSFC)areimportantsupportchannelsforinternational(regional)basicscience
researchcooperationinChina．Basedonthestatisticalanalysisofthequantity,specifictypes,discipline
distribution,supportinginstitutionsofinternational(regional)cooperationprojectssupportedbyNSFC
during２０１６—２０１９,thispaperstudiesthecurrentdevelopmentstatusofinternational(regional)basic
scienceresearchcooperationamong “worldＧclassuniversityinconstruction”and putsforward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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