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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健康研究合作 回顾与展望

魏 芹
＊

刘 秀萍邹立尧

（ 国家 自 然科 学 基金委 员 会 国 际 合作 局 ， 北 京 1 0 0 0 8 5 ）

［关键词 ］ 健康研究 ； 国际合作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ＮＳＦＣ ）
，

？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Ｃ ＩＨＲ ）

促进人类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是全人类共 同的学科交叉 ，促进研究成果转化 ，改善加拿大公 民 的健

目 标 ，世界各国科学家和科研资助机构愈加重视加康水平 ，为社会提供更完善 的 医疗 保健服务 系 统 。

强在健康研究领域 的 国际合作与交流 ，通过携手合资助类别主要包括 ： （ 1 ） 生物 医学研究 ； （ 2 ） 临 床研

作 ，共 同应对 人类 面临 的健康 问题和挑战 。 经过密究 ；
（ 3 ） 卫生 系统研究和服务研究 ； （ 4 ） 影响健康 的

切沟通商榷和充分准备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社会 、文化和环境因素研究 。
2 0 1 2
—

2 0 1 3 年度经费

（ ＮＳＦＣ）与加拿大卫生研究 院 （ ＣＩＨＲ ） 于 2 0 0 5 年 1 2预算为 9
． 7 9 亿加元 ， 其 中约 7 0 ％用于资助 自 由 申

月 签署并于 2 0 1 0 年 1 0 月 续签 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及请项 目 ， 另外约 3 0 ％用于资助战略研究计划项 目 。

附件 ，通过联合征集 、 资助双边合作研究项 目 ， 推动 1 ． 2 双边合作简况

和支持中加两 国科学家在健康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 1 9 9 2 年 ，
ＮＳＦＣ 与 ＭＲＣ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

促进两国大学 、 医院 、科研院所及其附属机构间的学 2 0 0 0 年 ＣＩＨＲ 成立 以后 ，原协议依然有效 。 为推动

术合作 。和支持中加科学家在卫生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 经充

在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 ，双方于 2 0 0 6 年启动分协商 ，
ＮＳＦＣ 和 ＣＩＨＲ 于 2 0 0 5 年 1 2 月 签署 了关

了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

。
2 0 1 1 和 2 0 1 2 年 ，于开展健康研究合作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启 动 了

“

中

双方在延续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

的 同时 ，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

。
2 0 1 0 年 1 0 月 ， 双方续

连续启 动 2 轮
“

中加老年痴呆症及相关病症合作研签合作备忘录 ，在继续共同资助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

究专项项 目
”

， 予以重点资助 。 此外 ，双方 围绕共 同计划项 目
”

的基础上 ，双方启动 了
“

中 加老年痴呆症

感兴趣的领域每年联合组织召开
一

次双边学术研讨及相关病症合作研究专项项 目
”

。

会 ，邀请两 国相关领域 的优秀科学家开展交流与研^

讨 ， 有效地促进 了 双边 学术交 流 。 据统计 ，
2 0 0 6
—＂

2 0 1 3 年 ，双方共计资助合作项 目 1 4 0 个 ， 分别投入 2
．

1 合作领域

经费 1
．

0 1 亿元和 2  8 7 0 万加元 。 经过长期努力和密根据合作谅解备忘 录及其附件 的 约定 ，
ＮＳＦＣ－

切协作 ，双方合作呈现出全方位 、 宽领域 、 多层次 、高ＣＩＨＲ 合作研究项 目 的组织和 资助工作采用
＂

确定

水平 、重实效 的鲜明特征 。领域 、联合征集 、 各 自 函评 、 联合会评 、携手决策 、共

＾同资助 、协同管理
”

的合作机制 。
双方通过召 开专家

帛鶴会等方細帛合侧柳方 自 ，絲征求科学

1 ． 1ＣＩＨＲ 简介界的意见和建议 ， 力 图反映各 自 需 求并 寻找共 同资

Ｃ ＩＨＲ 成立于 2 0 0 0 年 ， 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三大助方向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资助领域涵盖

科研资助机构 之
一

。 其前身是加 拿大 医 学理事会心血管疾病 、传染与免疫 、遗传学 、 青少年健康 、神经

（ＭＲＣ） 。 ＣＩＨＲ 的宗 旨是资助健康创新研究 ， 注重科学 、糖尿病与肥胖症 、 肿瘤 、 衰老 、呼吸 系统 健康 、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1 1
－

0 5
； 修回 日 期 ：

2 0 1 4
－

1 1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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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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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健康 、 骨骼肌与关节 炎 、 人 口 与公共健康 等申请总量 的 2 0
．

1 8 ％ ，双方分别投人经费 8  6 0 0 万元

1 2 个研究领域 。和 2  3 7 0 万加元 。 根据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及 年度

2
．

2 资助 强度预算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的资助 规模 总体

根据双方约定 ， 对于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上趋于稳定 ，年度资助项 目 数量基本维持在 1 5
—

2 0

目 ，第一期 （ 2 0 0 6
—

2 0 1 0 年 ） 5 轮合作项 目 ，对每个获项 （表 1 ） 。 获资助者年度平均年龄总体上在 4 5
—

5 0

得批准的项 目 ， ＮＳＦＣ 和 ＣＩＨＲ 分别 给予 4 5 万元和周 岁 区 间 波动 ，
获资助女 性科 学家 的 平均 年龄为

1 5 万加元的资助 ；第二期 （ 2 0 1 1
—

2 0 1 3 年 ） 3 轮合作 4 5
． 5 周岁

，
而男性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为 4 8

．
5 周 岁 ，

项 目 ，双方的资助强度分别提升至每个获得批准的女性科学家平均年龄 总体 比男 性科学家年轻 3 周

项 目 1 0 0 万元和 2 2
．
 5 万加元 。 对于 中 加老年痴呆岁 。 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科学家经过较长时 间 的积淀

症及相关病症合作研究专项项 目 ， 中加双方 的资助和凝练 ， 已经构成我 国健康医 学研究人才库的 主体

强度分别为 3 0 0 万元／项和 1 0 0 万加元 ／项 。部分 ，是推动科研事业发展 的攻坚力量 。 这 也表明

2
．

3 评审流程该项 目 越来越要求科研人员 经过较长时间 的学术积

评审工作是遴选项 目 的关键环节 。 根据双方约累而具备雄厚 的研究基础和实力 。

定 ，在项 目 受理截止后 ，双方交换项 目 申 请清单 ’ 各表 1 2 0 0 6
－

2 0 1 3 年中 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年度

自 再进行资格审查 ’最终确定 双方共同受理 的项 目资助项 目数量和获 资助者平 均年龄

清单 ，进人项 目 函评阶段 。 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 ， 双


方确定 了
－

＿项 目评報准 ：
＾一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⑴ 项 目 的科学水平 ；■
助项 1 5 2 0 1 8 1 8 1 8 1 6 1 5 1 5

⑵ 双方研究队伍执行该合作研究的能力 ；

平均年龄 4 6
．

64 6
．

1 4 5
． 4 4 6

．
3 4 9

．
3 4 8 ．

1 4 5
． 9 4 8 ． 8

（ 3 ） 双方课题组之 间学术 交流和合作 的 附加


价值 ；获资助者 中 ，
1 2 4 人具有博士 学位 ， 占 总数 的

（ 4 ） 研究团队成功开展项 目 的能力
；
 9 1 ． 9％

；
女 性 科 学 家 3 3 人 ， 占 获 资 助者 总 数 的

（ 5 ） 鼓励青年科研人员 参与合作 。 2 4 ％ ；

． 1 2 6 人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占总资助人

双方函评和会评专家均根据 以上 5 项标准对项数的 9 3
．

3 3 ％ 。 据统计 ，获得本项 目 资助的科研人员

目进行评审和打分 。 双方根据各 自 的 函评得分计算中有 7 位院士和 4 2 位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出每个项 目 申请的平均得分 （共同采用 5 分制 ）
，共者 ，分别 占总资助人数的 5

． 1 9 ％和 3 1
． 1 1 ％ 。 中加

同确定提交 中加联合评审会 的项 目 清单 ，共同组织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 目 为促进我 国科学家与 世界
一

召 开联合评审会对项 目 进行会评 。流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基础医学研究领域开展广

联合评审会双方专家人数根据领域而定 ，对每泛深人的合作与交流 ，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推进

个项 目 的评审都经过由 中加各
一

位专家提出主审意我 国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建设 ，壮大科研 队伍 ，发挥 了

见 ， 其 他 专 家 共 同 讨论并 打 分 。 多 年 来 ，

ＮＳＦＣ
－积极的作用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Ｃ ＩＨＲ合作研究项 目 的评审工作得到 了两国相关领从获资助者所隶属部 门 分布情况看 ，隶属于教

域
一流学术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关心 。育部的 6 8 人 ， 占获资助者总数 的 5 1 ％

；其次是地方

根据联合评审会 的结果 ， 经协商确定资助项 目和 中 国科学院 ，获资助人数分别为 3 1 人和 3 0 人 ， 占

清单 ，再上报双方机构高层批准 ，最终 同时公布项 目获资助者总数的 2 3 ％和 2 2 ％
；高等院校获资助项 目

资助结果 。 双方机构根据各 自 的相关规定对批准项 1 0 1 项 ， 占 总资助项 目 数的 7 4
． 8 1 ％ ，科研 院所获资

目 进行后期管理 ， 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 ，商定召开联助项 目 3 4 项
， 占 总资 助项 目数 的 2 5

．
 1 9 ％

；隶属 于

合 中期检查和 （或 ）结题验收会议 。其他部委的 6 人 ， 占获资助者总数的 4 ％ 。

从 申请量和资助率在各类依托单位的分布和对

隨况来看 ， 9 8 5 紐歸究隨＿ 目 申 请数量

3 ． 1 中 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 项 目和资助率均远高于 2 1 1 高校和普通高校 ， 占 有绝对

2 0 0 6
—

2 0 1 3 八年间 ，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的优势 。 普通高校项 目 申 请数量占总项 目 申 请总量

目 共受理项 目 申请 6 6 9 项 ，经过双方各 自 函评 、联合的 1 8
．
 8 3 ％ ， 项 目 资助率为 1 5 ． 8 7 ％ ， 分别髙 于 2 1 1

会评和双方机构批准 ，联合资助 1 3 5 个项 目 ， 占项 目高校的 8
． 8 2 ％和 1 3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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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 双方合作领域逐年扩展 ， 从 2 0 0 6 年 的了解 ，双方机构每年举办
一

个双边学术研讨会 。 截

6 个领域逐步扩增到 2 0 1 3 年 的 1 2 个领域 ，这 同 时至 2 0 1 4 年
， 双方 巳经在遗传学 、 神经 科学 、衰老研

意味着 ＣＩＨＲ 所有 1 3 个科学部中参与 中加健康研究 、基因组学 、 心血管疾病 、 高血压 、 糖尿病 、 精神健

究合作计划项 目 的学部数量 从 6 个增至 1 2 个 ， 占康 、精神药理学等领域联合组织召 开 了 9 个双边学

ＣＩＨＲ 科 学 部 总 数 的 比 例 从 4 6 ． 1 5 ％ 增 加 到术研讨会 ， ＮＳＦＣ 投入经费合计 2 1 0 多万元 。
研讨主

9 2
－

3 1 ％ ？题针对 的均 是当前两 国 共同 面 临 的 健康问 题与挑

从获资助项 目 领域分布来看 ，主要集 中在神经战 ， 以高血压为 例 ， 中 国 4 5 周岁 以上的 成年人中有

科学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肥胖症 、传染与免疫 、青 5 4 ％ 患有高血压 ，而高血压又是脑卒 中和其他心血

少年健康以及遗传学等领域 ，两 国在上述领域均有管疾病的一 个致 病危险 因子 ［ｙ
； 再例 如 ， 有研究显

着雄厚的研究实力 ， 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合作需求 ，双 示 ， 中 国 目前大约有 9  2 0 0 多万糖尿病患者 ， 成年前

方机构的联合资助体现了强强联合 、务实共赢 的特 驱糖尿 病 患 者 数 量 约 为 1
． 4 8 亿人 ［

3
’ 《

， 居 全 球
点 。 不难发现 ， 双方合作领域多是 当前严重危害人力｜ 。

类健康的疾病 （如心血管病等 ）
；
另 外资助领域覆盖实践证明 ，小型双边学术研讨会 已 经成 为两 国

赚广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ＴＯ＃
■ 年 5 月 发＃

科研人员通过学术研讨 ，促进双边交流 ，拓展合作 网

络 ，进－步建立长期 合作关 系 的有效平 台 。 学术研

＿讨和资助项 目 并举 已 经成为双方不断拓 展合作领
从获■者按■分布■看 ’ 分布较广 ’覆盖

域 、提升合作层次的有效机制 。

1 8 个省 、直辖市 ， 其 中北京和上海两地是最 为集 中

的地区 ，获资助者数量分别为 4 5 人和 2 9 人 ， 占总人 4 双边合作成效

数的 3 3 ． 3 ％和 2 1
．

5 ％ ；其他地区获资助者 比例均在ｎ 、
＆弟ｗ 办 丨 了

？

肥 ＾ 市 门 祐

ａ（ 1 ） 完善机制 ，不断提升合作水平 。 回顾 中加双
°

＆合作 ，欢方机构在基金评审和 管理方 面不断交流

3
．

2 中 加＾ 年痴 呆症 及 相 关病 症合作研 究”
经验 、互相学习 ，积 累 了有益的合作经验 ’ 提升了 管

＠ 目
《＜

理水平 。 通过建立和完善合理有效的计划 、 沟通 、协

2 0 1 1 和 2 0 1 2 年 ， 双方在延续
“

中加健康研究合
脆制 ，实现 了双

，
合作水平 的实质性提升

：

具体

作计划项 目
，，

的耐 ，錢启 动 2 轮
“

巾滅年痴呆
雑 ， 主要体赃三个細 ：

－

錢藏職得 了实

症及相关病症合作研究专项项 目
”

， 予以 重点资助 ，

■
6 个 2 0 1 3 ＿

两轮合计細 5 个项 目 ，双方分觀人魏 1 5 Ｇ 0
Ｈ

1 2 个觀 ； 二錢助强度翻 了实難提升 ’双方

元和 5 0 0 万加元 。 5 位获资助者 中 ，有 3 人具有博士
资助强度分别从第 1 期项 目 的 奶

＾
元 和 ｂ 万加

学位 ，
2 人具有硕士学位 ；

3 人为女性科学家 ，
2 人为＝

／项提升 至第 二期 项 目 的 1 0 0 万兀 和 2 2
．
 5 万加

男性科学家 ，女性科学家的人数比例高 出 男 性科学
元／项 ，增长率分别是 1 2 2

． 2 2 ％和 5 0
．

0 0 ％
。 中加老

暮 2 0 ＋胃＃＃ 。年痴呆症合作专项的 资助强度分别 为 3 0 0 万元和

从获资助者专 业技术职务看 ， 中加双方 的获资
1 0 0 万加元 ／项 。 三是项 目 类别获得 了实质性延展 。

助者均为教授 ， 都是 在相关研究领域屡有建树 的知 经过双方多年 的不懈努力 ，逐步建构起 以学术研讨

名 专家学者 ，如中方 的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会 、合作研究项 目 、重点合作专项为主要形式 的 目 标

者王建枝教授和张云武教授和加方 2 0 1 1 年获得 中明确 、层次分明 的项 目 类别 。 多年来 ，双边合作 已 经

国政府
“

友 谊奖
’，

的 英 属哥 伦 比 亚 大学宋伟 宏 教初步形成了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 、高水平 、重实效

授等 。的合作格局 ，为双方下
一

步合作迈 向新的 高度奠定

该项 目 中方获资助者获资助当年的平均年龄为了坚实的基础 。

5 0
．

2 周岁 ，其 中 5 5
—

6 0 周 岁 的获资助者 占获资 助（ 2 ） 优势互补 ，有效促进共同提高 。 合作 的前提

总人数的 6 0 ％ ，明显高于 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是彼此有需求 ， 有互补 ； 合作 的 目 的是共分享 ， 齐受

目 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 ， 这体现 了该项 目 作 为重点益 。 中加合作项 目亦不例外 ，通过优势互补 ，密切合

资助专项 ，对申 请人的学术积淀提出 了更髙的要求 。作 ，积极促进了双方研究水平 的大幅提升 。
八年来 ，

3
．

3 中加双边学术研讨会双方共资助了 1 4 0 个合 作研究项 目 ， 有效地支持 了

为促进两国科学家在相关领域加强沟通 、增进 一

大批科学家卓有成效地开展 了合作研究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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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合作关系 ，拓展 了合作 网络 ，促进了研究的进做到重点突 出 ， 目 标 明确 ，侧重支持 ，进一步推进双

展 ，提升了各 自 的研究水平 。 双方 合作者着 眼 当前边战略性合作 ，催生更大规模的合作产出 ，提升双方

公共健康领域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通力合作 ，攻坚克的基础研究实力 ，增强双边合作在 国 际健康研究界

难 ， 勇 攀高峰 ，在在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
一系列合作的影响力和显示度 。

研究成果 。（ 3 ） 着眼青年 ，投资未来 。 青年是科学研究的未

（ 3 ） 培养人才 ，稳步培植未来合作 。 青年是科学来和希望 ，是未来双边合作的生力军 ， 因此双方势必

研究 的希望 ， 是未 来 国际合作的 生力军 。
ＮＳＦＣ 和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通过双边合作与交流 ，促进

ＣＩＨＲ 极为重视对青 年科学家的支 持 ， 并将 此作 为青年科研人员不断提高科研能力 ，开拓国 际视野 ，提

项 目 评审 的
一个重要指标 ， 旨 在培植未来双边合作升学术素养 ，培养 团队协作能力 ，逐步成长为具备 国

的学术队伍 。 从项 目 开展情况看 ，这是
一

项科学 、 明际化思维 的 科研才俊 ，具备驾 驭未 来合 作 的 领军

智 的举措 。 双方各有
一

大批青年研究人员参与 了合人物 。

作研究项 目 ，得到 了很好的学术训练 ，提升了研究能（ 4 ） 依托双边 ，筹划多边 。 当前 ， 多边合作在 国

力 ， 同时彼此建立起 良好 的合作友谊 。 联合资助在际科技合作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 角色 ， 已 经成

当下 ，
延续合作在未来 。为应对重大科学挑 战 的重要 途径 。 鉴 于 ＮＳＦＣ 和

ＣＩＨＲ 在健康医学研究领域均开展 了广泛 的 国 际合

作与交流 ， 双方应考虑在更大 的空 间尺度和更多 的

展望 中加双方下
一步合作 ，笔者认为 ，应根据国学术领域联合发起并 组织协调多边合作研究计划 ，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

十二
？ 五

”

发展规划 国际合作与交集成更多的国际科技资源 ，形成更大 的科研合力 ， 以

流战略部署 ，完善和优化中加双边合作机制 ，
继续推取得更具国际显示度的合作成果 。

进实质性 国际合作研究 ，有效利用 国际科技资源 ，加＃？ｔ？
强我国基础医学研究创新能力建设

［
5
］

， 建议双方继

续秉承
“

顶层设计 ， 高标准 、严要求 ， 优中选优 、 宁缺［ 1 ］ＷＨ 0 －Ｔｈｅ 1 0 ｌｅ ａｄ ｉｎｇｃａｕ ｓｅｓ 。 ｆｄｅａ ｔｈｉｎ ｔｈｅｗｏ ｒ ｌｄ
＇
 2 0 0 0

ａｎｄ 2 0 1 2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 ｏ

，ｉ
ｎ ｔ／ｍ ｅｄｉａ ｃｅｎ

ｔ
ｒｅ ／ ｆａ ｃｔｓｈｅ ｅ ｔ

ｓ ／

勿滥
”

的原则 ，把双边合作推向
一个更高的平台 。Ｍ ＩＯ／ ｅ ｎ／ ．Ｕ ｐｄａｔ ｅ ｄＭａ ｙ 2 0 1 4ａｎｄｒｅ ｔ ｒｉｅ ｖｅｄＳ 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 1 ） 完善合作机制 ，提高资助效益 。 总结双方合Ｉ 2 ， 2 0Ｗ－

作成效与经验 ， 围绕各 自 优先发展领域 ，立足当前合［ 2 ］＾

：：

Ｕ ＳＳ 3 ｌ ｔｈａｂ ｉｔＳｄ＂

ｅｎｃｅ ， 2 0 1 4
， 3 4 5 （ 6 2 0 2 ） ： 1 2 6 8

一

1 2 6 9
．

作需求 ，双方须加强顶层设计 ，并就如何进
一

步完善［ 3 ］ＹａｎｇＷＹ ，
Ｌｕ

 ＪＭ ，
ＷｅｎｇＪＰ ，

ｅｔａ ｌ ．（ 2 0 1 0 ） ．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 ｅｏ ｆ

合作机制 ，提高资助效益 ，加强磋商 。 八年 的联合资ｄ
ｉ
ａｂ ｅｔ ｅｓａｍｏｎｇｍｅ 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ＮＥ ｎｇｌＪＭｅｄ

，

助 巳经初步培育了－系列 双边合作 网 络 ， 为提升合ＭＤ ｉ
ａｂ ｅｔｅ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Ｔｈｅ ｃｈ ａｌｌ ｅｎｇｅ

作水平和层次奠定了 良好基础 ，双方 资助机构应放ｎｏｗ．Ｊ ｏｕ ｒｎａｌｏ ｆ Ｄ ｉａｂｅ ｔ ｅｓ Ｉｎｖｅｓ ｔ
ｉ ｇａ ｔ ｉｏｎ 1 （ 5

） 
： 1 7 0一 1 7 1 ．

眼未来 ，积极探索筹划合作模式和资助形式 ， 以实现 ［ 5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 金
“

十二五
”

发展

？ 丄， 、 ， ？，／ ｔ规划 ． 2 0 1 0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ｎｓｆｃ．

ｇｏｖ
． ｃｎ／ｎｓｆｃ／ ｃｅｎ ／ ｂｚｇｈ＿ 1 2 5 ／

资助效益的最：大化 。

ｉｎｄｅ ｘ ． ｈｔｍｉ ＿

（ 2 ） 确定优先领域 ，推进战略合作 。 双方下
一步

合作应针对优先领域 ， 给予更大强度的战略性资助 ，

Ｒｅｖ ｉｅｗａｎｄ
ｐ

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ｌ 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ＳＦＣ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ＨＲ

Ｗ ｅｉ
Ｑ ｉｎＬ ｉｕＸ ｉｕｐ

ｉｎｇＺ ｏｕＬ ｉ

ｙ ａｏ

（Ｂｕｒｅａ ｕｏｆ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 Ｃｏ ｏｐ ｅｒａｔ ｉ ｏｎ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Ｎａｔｕｒａ ｌＳ ｃｉｅ ｎｃ ｅ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 ｎｏｆ

Ｃｈｉ ｎａ
，
Ｂ ｅ

ｉｊ ｉ
ｎｇ 1 0 0 0 8 5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 ｅａ ｌ
ｔｈ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ｏ 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Ｎａｔｕ ｒａｌ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 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 ａ（ＮＳ？

ＦＣ ）ｆＣａｎａｄｉ ａｎ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ｓｏｆＨｅ ａｌｔｈＲ 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ＣＩＨ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