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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欧洲化视角下的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研究"

的研究成果&

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欧洲维度"

俞宙明

摘
!!

要!随着欧洲研究区建设的深入!各国在科研创新政策领域自行其是

的时代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层面的科研创新政策的重要性

日益显现"而德国作为欧洲科研创新领先国家!以及欧洲研究区

的发动机!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和应对也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于欧盟科研创新政策的法律基础与政治框架尤其是

欧洲研究区建设和,地平线
'('(

-科研框架计划做了简要介绍!在

此背景下梳理了德国对欧盟科研创新合作的积极参与!包括相关

战略和辅助措施!并观察分析了德国对科研创新政策,欧洲化-所

持的立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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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重大社会挑战迫在眉睫'欧盟在促进欧

洲科研创新发展+推进欧洲研究区建设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作为欧盟成员国的

德国'科研创新体系与政策的发展也势必与这一发展互相交织'难解难分&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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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科研强国+创新领先国家+欧洲研究区的发动机'对于欧盟层

面科研创新合作的参与和推动'以及对于欧盟科研创新政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的

态度与反应'也就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在厘清欧盟科研创新政策领域

的法律与政治框架的基础上'对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欧洲维度做一番梳理+观察与

思考&

一"欧盟科研创新政策的法律基础与政治框架

当前欧盟科研政策的法律基础是
'((A

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该条约包含

的)欧盟运作方式条约*

!第
)IA

条到第
)A(

条规定了欧盟在研发创新领域的政策

权限'包括欧洲研究区的建设#第
)IA

条%+欧盟推进研发的具体措施#第
)B(

条%+

欧盟与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协调#第
)B)

条%+欧盟科研框架计划#第
)B' )BH

条%及

欧洲航空研发政策#第
)BA

%条等'是欧盟与成员国在该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法律

依据&该条约基于辅助性和比例适当性以及有限地单个授权的原则'在科研创新

领域赋予欧盟部分权限'为欧盟的科研创新政策提供了新的法律框架&根据该条

约'欧盟的任务范围扩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的各个领域'同时

可以通过与成员国共同制定指导方针和指标'协调其科研政策与成员国科研政策

的关系&

欧盟在科研创新领域的政治框架主要由!欧洲
'('(

"战略+!欧洲研究区"!地

平线
'('(

"和!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构成&

#一$%欧洲
"%"%

&战略

欧盟委员会于
'()(

年
G

月
G

日公布指引欧盟发展的!欧洲
'('(

"战略'提出欧

盟未来十年的!智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

其中增加科研投入被列为五大核心目标之一'并为之制定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即到

'('(

年要让欧盟研发投入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Gc

以上&

!创新联盟"是!欧洲
'('(

"战略的七个主导倡议行动之一'旨在改善科研创新

的外部条件'简化流程'促进教育+科研和创新紧密合作+协同发展-同时更好地推

动各国落实欧洲研究区的承诺'更好地协调欧盟与成员国的科研资助措施'并确保

资助手段能集中在优先发展领域&通过政策推动和补贴手段'对创新成果的市场

化提供支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发明到市场化的整个创新链&!创新

伙伴计划"是创新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建伙伴关系'聚焦特定的重大社会

挑战'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各类协调手段以及!地平线
'('(

"!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

等欧盟资助&

"%

!

该条约德文版参见
400

Z

$//

XXX>:.8K>T.

/'访问日期$

'()H (* ''>



俞宙明$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欧洲维度

对于!欧洲
'('(

"战略的一个重要监测手段'是
'())

年启动的!欧洲学期"&

这是欧盟委员会对其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定期监测手段'借助一系列指标与数据

对欧盟及各成员国实现!欧洲
'('(

"战略目标的进展进行分析'各国科研政策及

研发投入也是重点监测对象之一&!欧洲学期"对于科研创新领域的监测'以创

新联盟为主'通过不同战略层面上各类定期报告来监测实现目标和施行措施的

进展&这套监测体系主要包括$年度增长报告和国别建议#包括科研投入达到国

内生产总值
Gc

的目标的实现情况%+体现创新联盟绩效的年度创新联盟记分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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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度的创新联盟竞争报告'以及
'()G

年首次推出的欧洲研究区进展

报告&

欧盟自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公共资金持续紧张'

'()* '('(

年期间财政总

体紧缩&同时!欧洲
'('(

"战略提出的新目标对科研创新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欧

洲研究区也亟待完成&为达到这些目标'既要把资金向特定主题集中'也要通过欧

盟对科研创新领域各个不同的项目之间的明确分工+相互协调'并注重发挥欧盟+

成员国和地区层面各种手段的协同效应'提高效率'达到最佳效果&欧盟委员会为

此推出了支持!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地平线
'('(

"协同发展的主导方针'并纳

入旨在发展科研创新及提高竞争力领域的其他欧盟项目&该指导方针面向项目起

草者和所有其他相关机构和个人'包括项目制定+协调与实施'咨询'报告撰写和审

计等等&

#二$欧洲研究区!

欧洲研究区是欧盟
'(((

年发起的一个倡议行动'其目标于
'(((

年
G

月在

!里斯本战略"中确立'并被收入
'((I

年的)里斯本条约*'其中的)欧盟运作方式

条约*第
)IA

条规定了欧洲研究区的建设及其目标&

'())

年欧洲理事会的决议

进一步提出'欧洲研究区必须于
'()*

年建成'从而形成一个知识+研究和创新的

真正的内部市场&

'()'

年
I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政策文件)加强欧洲研究区伙伴

关系'促进科学卓越和经济增长*'指出要建设!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基于内部市

场的统一的研究区域'使科研人员能够自由流动'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够自由交

流'使欧盟及其成员国巩固科技基础'加强竞争力'更好地共同应对重大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与各成员国在科研与技术开发领域协调合作'以确保各国政

策与欧盟政策的协调&该文件中提出了五个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

)

%高效

的国家科研体系-

'

%跨国合作的最优化及欧盟内部竞争的促进-

G

%面向科研人员

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

%男女平等以及科研中对性别视角的重视-

F

%科学知识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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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研究区建设及德国的参与'可参见俞宙明$)德国在欧洲研究区建设中的角色与战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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