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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是我国唯一的从事热带农业科学研究、
技术转移转让和人才培养的科研机构。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热
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从无到有。新时期，发展热带农业科技国际
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现状分析
（一）国内外政策环境
我国已建成农业对外合作的良好政策环境。热带农业已成

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多双边热带农业合作迅速发
展，热带农业科技成为重要的优质外交资源，在国家外交战略中
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另外，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国际社会
不得不更多依靠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为我
国提升全球热带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和热带农业国际影响力创造了
难得机遇；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类似，在发
展路径的选择上容易达成共识，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极易成为
切入点。世界各国纷纷要求来听中国热带农业故事、学中国热带
农业理念、仿中国热带农业方案。

（二）科技资源国际布局
国外农业科教机构跨国布局热带农业科技资源日趋激烈。热

带农业正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新领域和增值突破口，竞争更加激
烈。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
教机构正抓紧推进全球热带农业科技资源布局，与热带国家的科
教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示范中心等，热带农业科技资源境
外布局竞争日趋激烈。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国内农业科
教机构开始探索走出国门。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热带农业走
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

（三）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才
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基础扎实。通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积累，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橡胶
育种及初加工、电动割胶与病虫害监控，热带水果产期调控、香
蕉组培苗、水肥一体化栽培及果园间作，木薯杂交育种及机械
化、咖啡嫁接、椰心叶甲/红棕象甲和胡椒瘟综合防治等技术居世
界领先水平，这些技术在热带发展中国家需求前景广阔。

然而，也存在热带农业国际合作人才支撑储备不足等问题。
此外，国内供给侧改革、产业安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工作基础
与进一步完善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工作体系和机制的矛盾，专
项资金、人才、技术、设备和资源走出去的限制等，给我们推进
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带来挑战，还有一些挑战是来自于国际社
会。

二、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推进对策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大力推进热带农业科技多双边交流合

作，深化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效果，以期为我国
热带农业科学整体跃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科学谋划，制定中长期国际合作战略发展路线图
围绕国际热带农业科技发展前沿、国家战略和热带农业产业

发展需求，谋划建立中长期国际合作发展路线图，形成热带农业
科技国际合作网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以合作共赢机制创新
为出发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合作联盟，
推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平台搭建及合作机制的创新；以

浅谈农业科研院所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现状分析
及推进对策

——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刘少姗  张  雪  游  雯  王金辉

摘  要：本文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对农业科研院所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推进对策，以期对未来国内农业科技国际

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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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目标为导向，组织实施一批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提升合作国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以推动热带农业走出去为目标，共商
共建和发展热带农业国际技术转移转让体系；以农业农村人力资
源合作开发为主线，共同打造和培养国际合作人才队伍，密切人
员和技术交流，筑牢合作民心与民意；以支撑和服务热带农业产
业发展与国际贸易为动力，共建热带农业科技支撑与共享服务平
台。

（二）互学互鉴，强化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合作能力建设
加强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把握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

等带来的机遇，加强在种质资源、生物技术、灾害防控、农产品
精深加工、水资源和环境生态保护、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庭院
经济农业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热带植物资源保护利用、农业大
数据、产业价值链延伸技术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
金融深度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创新资源国
际转移和科技成果属地化应用；加强境内外热带农业科技交流合
作。集中力量完善、新建一批联合研发中心，继续深化与国际组
织或境外科教机构在合作研究、平台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深
度合作。

（三）固本培元，着力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
继续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协调，拓展青年科学家定

期出国合作研究渠道，下大力气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和
“走出去”专家团队，拓宽科研人才出国培训和交流渠道，培养
具有全球视野、熟知国际规则的科研人才，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国
际化的热带农业科研、管理、支撑和转化人才队伍，以人才交流
深化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推进中国热带农业发展的国际化进
程、为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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