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服务西藏自治区科技合作现状 

一、院区合作基本情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科院就已派出科考队前往西藏进行综合

科学考察。几十年来，中科院一批又一批科学家奔赴藏区，从联合攻

关修建“青藏铁路”的高原冻土世界级难题，到帮扶西藏农牧民增收，

不仅与地方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务实合作，也与藏区各族人民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 

2003 年，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全面科技合作协

议，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知识援藏、人才援藏、科技援藏”的工作方

针；2009年，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续签了《科技合作协议书》，进一

步拓宽了院区合作的内容与领域。 

2012 年，在时任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的共同倡导下，中科院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最为关注的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樟木地质灾害防治、农牧民增收等三大问题，

明确了合作重点任务。 

2017年 3月 24日，中国科学院与西藏自治区在拉萨举行科技合

作座谈会并签署“十三五”战略合作协议。时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

记白春礼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齐扎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面向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围绕高原生

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高原生物资源开发与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发展、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十三五”期间，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

议，科技合作稳步推进。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方

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全面启动，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融入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并纳入国家治藏方略；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取得国际科学

前沿突破，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川藏铁路山地灾害分布规律、

风险分析与防治试验示范”有力支撑川藏铁路规划选线；“十三五”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授时监测站和授时台

分别在拉萨、那曲建设，成为国家授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天

文观测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科技支撑和保障中尼樟木—科达里口岸

恢复通关等。 

二、平台、机构等建设情况 

“十三五”期间，中科院与西藏相关机构积极合作共建创新平台，

中科院地理所拉萨高原生态综合试验站与西藏共建中科拉萨地理科

学与区域发展研究院、西藏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等院地合作平台，

并入选乡村振兴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2018年，中科院地理所以拉萨

站研究团队为班底，成立拉萨中科区域发展研究有限公司，成为中科

院在西藏设立的第一个独立法人机构。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西

藏共建特色产业技术转移平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西藏共建

高原生态环境与健康联合实验室。 

三、以技术突破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STS项目在藏部署13项，

院拨经费 5100万元；打赢脱贫攻坚战，引领高原乡村振兴方面，2017

年以来，中科院地理所拉萨站在林周县等 20 余县（区）开展草业科

技扶贫模式构建与示范，核心试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500 余户，

户均每年增收 3000～5000 元，为长期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防

灾减灾工作扎实推进，金沙江山体滑坡堰塞湖应急救灾响应、“川藏

铁路山地灾害分布规律、风险分析与防治试验示范”等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2016～2020年，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在西藏域内科

技成果转化，为企业新增销售收入约为 8.8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