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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二 

探索中巴纳米科技合作的新方向、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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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首届中巴纳米技术研讨会上，中巴两国专家学者围绕纳米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聚

焦重点领域的交流合作展开深入研讨。本篇专题报告对首届中巴纳米技术研讨会的嘉宾观点

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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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二 

探索中巴纳米科技合作的新方向、新路径 

中国和巴西两国建交近 50 年来，互为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

保持稳定发展。自 1982 年中巴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以来，取得

了丰硕成果。双方在平台建设、联合研究、科技园区、科技人员交流

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纳米技术领域是两国科技合作

的核心。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巴两国纳米科技创新合作基础扎实、

前景广阔，两国均高度重视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已经在纳米科技研

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成效，未来要不断探索两国全面合作的新方

向、新路径。 

一是中巴纳米科技创新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中国科技部国

际合作司副司长徐捷指出，在中巴高委会科技创新分委会、中巴高级

别科技对话等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框架下，双方在合作平台建设、联

合研究、科技园区政策对接，科技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富有

成效的合作。中巴科技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不断拓展，合作新亮点持续

涌现，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提振了中巴双方携

手应对共同挑战的信心。纳米科技是中巴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

双方支持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纳米技术领域成立联合实验室，开展了务

实的交流合作。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范天阳指出，中巴两国

在纳米领域和实验室合作方面有十年的历史。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王敬锋指出，2011 年中国和巴西成立了中巴纳米技术联

合研究中心，通过合作吸收的方式，促进纳米成果的转化，搭建产业

与科研之间的桥梁纽带。 

二是中巴均高度重视纳米科技研究与产业发展。纳米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崔大祥指出，我国布局了“863”“973”“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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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计划”等，我国在北京设有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要进行纳米的

基础科学研究；在上海设有纳米技术和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要

进行纳米的应用研究和技术的产业化。从 2010 年开始，我国的研究

人员每年发表超过 1.5万篇关于纳米技术的论文，是世界上发表论文

数量最多的国家，每年申请超过 2000 个发明专利，每年培养纳米领

域的毕业生 5000名以上。巴西能源与材料研究中心代表罗德里戈·卡

帕兹指出，巴西纳米技术国家实验室是最大的纳米方面的战略实验室，

包括纳米材料部门、纳米生物技术部门和纳米设备部门，并且拥有巴

西最高精尖的研究基础设施。巴西科技创新部赋能技术总协调人费利

佩·贝鲁奇指出，在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所中，有 17 个研究所致力于

纳米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巴西纳米技术实验室系统有 23 家非常先

进的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实验室，应用在医疗、农业和电信等领域。

巴西重视研究与产业创新，建有巴西研究与产业创新协会（MCTI），

通过增加产业界和大学的合作，帮助巴西各行业进行创新，其有 77

家机构从事纳米技术先进材料的研究。 

三是中巴在纳米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交流合作初具规模。崔大

祥指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7年 12月获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颁发

的国际合作基地以来，开始进行国际间纳米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交

流合作，与巴西、日本、俄罗斯、英国、古巴、美国、德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的高校院所、企业开展了学术交流和深层次的合作。王敬锋

指出，自 2012年中巴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以来，联合发表论文 50篇以

上，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开展“甘蔗渣制备活性炭材料”项目，制备

得到的材料绿色环保，价格低廉，展现了良好的水处理效果。圣埃斯

皮里托联邦大学教授阿纳尔多·著尼奥指出，圣埃斯皮里托联邦大学

与中国高校在纺织面料方面进行合作，主要用于智能医疗领域和服装

饰件。同时，中巴科学家在金砖科技倡议框架项目下积极合作，如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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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多·著尼奥参加了有中国、印度等参与的金砖国家科技倡议框架

合作项目。马林加大学教授伊瓦尔·阿帕雷西多·多斯桑托斯参加了

有俄罗斯、中国等参与的金砖国家科技倡议框架合作项目，用于超低

功耗计算的磁电自旋轨道（MESO）逻辑器件研究。 

四是中巴在纳米领域未来创新合作模式及路径。崔大祥指出，我

们的合作方向包括纳米环境能源、纳米信息、传感、纳米生物医药和

工程等方面。医工融合是精准医学创新发展很好的路径。医工交叉是

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量子计算、5G/6G、AR/VR 等的深度融合，主要应用于疾病的诊断、

预防、治疗等。书赞桉诺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庭杰指出，书赞桉诺在中

国建有实体的创新中心，开发生物基纳米材料，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未来可与生物基材料相关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起来，推动

开放、协作、可持续的发展。 

 

 

 

                               整  理：陈红光、王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