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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年会

看海洋科学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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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交流与合作处　北京　１００１４１；２．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１４１；

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编辑部　北京　１００１４１）

　　摘　　　要：基于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 （ＰＩＣＥＳ）近年来年会的发表论文数据，利用

ＴＤＡ软件工具，分析ＰＩＣＥＳ的发展趋向与研究热点。结果表明：尽管成立于１９９２年的

ＰＩＣＥＳ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不断增加，但作为６个成员国之一的中国，对ＰＩＣＥＳ的参与度还

较低，影响程度有限；近年来，ＰＩＣＥＳ组织年会所关注的热点基本聚焦于气候变化、气温、

海洋生态系统等北太平洋海洋地区大尺度的重大国际海洋环境问题上。对中国而言，需要

通过积极参与ＰＩＣＥＳ组织的各项活动提高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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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交通与通信设施的快速发展，科技全

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１］。相对

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交流与合作无疑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谋求科学技术突破的最有效捷

径［２－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一般有国际项目

合作、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

高级学者访问、参加国际组织等。其中，参加

国际组织并任职一般表明该国家在该组织的地

位重要或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得到了快速发展，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多

形式、多层次的良性态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鱼类食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渔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重大渔

业国际问题的需要。实践证明， “走出去”战

略，是提升我国渔业竞争力，促进渔业现代化

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４］。

对国际合作研究的趋向与热点研究成为近

年来科学计量学的一个研究热点［５－８］，研究方法

多集中在利用科学计量学原理对已发表论文进

行总结分析［９，２］。对我国渔业领域的国际合作研

究多集中在产业化的发展上［１０－１１］，近年来，我

国渔业领域国际科研合作的态势也收到了学者

的关注［１２］，但研究方法与手段多偏重于对公开

发表的科研论文的数量分析上，对国际组织的

认识与研究较少。

本文以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ＩＣＥＳ）为

例，在对ＰＩＣＥＳ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介绍的基

础上，采 用 科 学 计 量 学 的 方 法，对 近 年 来

ＰＩＣＥＳ的研究热点与趋向进行分析，为国内渔

业乃至相关行业与机构的科研、管理人员了解

并熟悉该组织，并为我国海洋科研机构能在

ＰＩＣＥＳ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提出对策建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ＰＩＣＥＳ组织官方网站

发布的财务报告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注册人数统

计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年会论文摘要集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等正式文件。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１年

３—６月期间。研究主要对象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７

年间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题录１８５７篇。

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文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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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的角度，定量统计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的记录

信息，分析ＰＩＣＥＳ年会的发文量、研究内容、

研究主体及研究合作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

ＰＩＣＥＳ的研究趋向与热点所在。论文采用汤森

路透科技集团的文献分析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

ｌｙｚｅｒ，ＴＤＡ）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对主

题词处理的方法是：将 ＰＩＣＥＳ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７年间的年会会议论文的题目进行录入，用

ＴＤＡ软件对题目进行分割，用 ＴＤＡ自带叙词

表作为主题词的分析源。在此，将标点符号、

拼写和专有名词进行了规范化处理。

２　犘犐犆犈犛发展历程与组织框架

２１　犘犐犆犈犛的发展历程

ＰＩＣＥＳ是一个政府间科学组织，目 前，

ＰＩＣＥＳ有６个成员国：加拿大、中国、日本、

韩国、俄罗斯和美国。尽管ＰＩＣＥＳ在北太平洋

北部及相邻海域的海洋、气候、生物等方面的

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影响广泛，中国在

ＰＩＣＥＳ的参与程度也逐步加强，但是在国内，

对ＰＩＣＥＳ组织知道并深入了解的人为数不多，

关于该组织的各类文献、研究资料也极为有

限。中国自１９９２年ＰＩＣＥＳ成立之初即成为该

组织的成员国，此后每年派员参加年会，农业

部自ＰＩＣＥＳ创立之初便开始参加ＰＩＣＥＳ的各项

活动。

ＰＩＣＥＳ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在英属哥伦比亚

的维多利亚举行了第１届年会。到目前为止，

已经成功举办了２０届年会，中国在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在青岛、青岛、大连举办

了第４、１１和１７届ＰＩＣＥＳ年会。

成立伊始，ＰＩＣＥＳ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

式，成立了有关生物海洋学、渔业科学、物理

海洋学和气候、海洋环境质量研究的常务委员

会。现在又增加了技术委员会，研究监控和数

据管理、有害藻华、碳－气候的相互关系。以

上专业之间通过ＰＩＣＥＳ年会上共同组织的学术

会议有着越来越多的交叉互动。ＰＩＣＥＳ也注重

结合其他国际组织的力量展开研究活动。曾参

与 《气 候 变 化 与 容 纳 量 科 学 项 目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９）》中与ＧＬＯＢＥＣ （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

学研究计划）的研究工作。如今ＰＩＣＥＳ已成为

北太平洋海洋领域研究的领导力量和重要国际

合作组织。

２２　犘犐犆犈犛的组织框架

理事会是ＰＩＣＥＳ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科

学财务行政委员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为

了有效地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各项工作，科学

委员会下设委员会和ＰＩＣＥＳ关注的重大项目。

目前有：１个研究组，即人类活动范围研究部

门；６个委员会，包括生物海洋委员会、海洋环

境质量委员会、渔业科学委员会、物理海洋学

和气候委员会、监控技术委员会、数据交换技

术委员会；１个ＦＵＴＵＲＥ项目。根据特定的研

究目的，委员会下设工作组和研究部门。其主

要的工作流程为：建议人提建议到研究部门或

工作组，由研究部门或工作组进行首轮甄别审

查后提交委员会，委员会进行二度甄别审查后

提交科学委员会，科学委员会进行最后甄别审

查后向理事会报批，理事会同意后，再依次由

科学委员会返回给各学科委员会，再由各学科

委员会返回给研究部门或工作组，再由研究部

门或工作组返回给建议人。

３　犘犐犆犈犛年会的发展趋向

３１　历年年会主题和论文学科分布

ＰＩＣＥＳ组织致力于促进与协调有关北太平

洋，尤其是３０°Ｎ以北海域，以及相邻海域的科

学研究；发展有关海洋环境、全球天气与气候

变化、生物资源与生态系统以及人类活动影响；

促进上述相关领域研究文献、科学信息的迅速

交流。通过对该组织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年

会主题 （表１）的分析得出，该组织在近１０年

研究的主题变化不大，基本上是围绕北太平洋

海域生态系统进行研究。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犘犐犆犈犛年会的主题

年份 主题 地点

２００１
ＰＩＣＥＳ十年：十年科学发展及科学方法变

化的预测
美国

２００２ 海洋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进步 中国

２００３ 生态系统变异性中的人为因素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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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主题 地点

２００４
超越大陆坡：开放的北太平洋的复杂性和

变异性
美国

２００５
环境机制及人类对海洋、海岸生态系统的

影响
俄罗斯

２００６ 边界流生态系统 日本

２００７
发展中的北太平洋：前模式，未来预测和

生态系统冲击
加拿大

２００８
通过观测对发展中的北太平洋进行了解和

预测：推进ＦＵＴＵＲＥ项目
中国

２００９
理解动态生态系统，寻求生态系统管理

方法
韩国

２０１０
北太平洋生态系统的现状，理解所面临的

挑战以及预测未来变化
美国

对年会提交论文题目的分析所得到的主题

词，可以大致反映一个领域的总体发展特征。

因此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以来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所

涉及的主题词，可对ＰＩＣＥＳ年会所关注的热点

有整体把握。表２为文献题目中主题词的排名

情况。从主题词的分布情况可见，７年来ＰＩＣＥＳ

组织年会所关注的热点基本聚焦于气候变化、

气温、海洋生态系统、气候多样性、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和碳循环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是国际

的大尺度问题，需要各国的协调合作进行解决，

由此可见，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紧扣了ＰＩＣＥＳ “促

进与协调有关北太平洋北部及相邻海域的科学

研究，发展有关海洋环境、全球天气与气候变

化、生物资源与生态系统以及人类活动影响”

的工作目标。

表２　年会提交论文的学科分布

关键词 词频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排序

气候变化 １６ １ 碳循环 ６ ６

气温 １３ ２ 群落结构 ６ ６

海洋生态系统 １０ ３ 有害藻华 ６ ６

气候变异 ９ ４ 年际变化 ６ ６

捕捞 ７ ５ 生态系统结构 ５ ７

全球变暖 ７ ５ 环境变化 ５ ７

海水养殖 ７ ５ 中层鱼类 ５ ７

３２　与会人数与论文发表量

从整体上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参与ＰＩＣＥＳ

年会的人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９年与会人数达到峰值，反映出ＰＩＣＥＳ组织

年会的影响力在逐年增加。就中国的情况来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中国的与会学者数量也呈逐

年增加的态势，尤其是在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０８年，

ＰＩＣＥＳ年会在中国青岛与大连举行，中国参会

人员明显增加，但总体而言，中国与会人员数

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可能与语言差异

及经费资助等因素有关。从另一方面讲，在我

国举办年会，明显有助于推动中国科学家更多

地参与ＰＩＣＥＳ年会和该组织的相关科研活动，

提升我国的参与度。

图１　参与年会人数的年度变化趋势

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的年会论文题录集所

提取的数据来看 （图２），论文数量与参会人数

呈正比关系，即在参与年会人数较多的年份中，

提交的会议论文也较多。自２００９年起的３年里，

首次发表论文的人数基本上和当年在会上提交

论文的人员数量相当。这说明了与会人员的实

际参会质量保持平稳，即提交论文人员占所有

参会人员的比例比较稳定。

图２　年会论文数量整体情况

图２还表现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７年间中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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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ＰＩＣＥＳ年会的发文情况。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８年，

ＰＩＣＥＳ年会分别在中国的青岛和大连举行。如

本图，２００８年中国提交的论文数量同比有显著

提高。而除去在中国举办年会的其他几年里，

中国所提交的会议论文整体呈增长趋势与 “年会

论文数量整体状况”所展现的情况基本一致。

说明随着ＰＩＣＥＳ组织的不断发展，中国也逐渐

较多地参与ＰＩＣＥＳ所组织的年会活动，并且明

显可见，在中国举办ＰＩＣＥＳ年会可极大地促进

中国对该组织活动的参与度。

从年会论文作者的数量来看 （图３），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年会论文作者

数量略有增加趋势，超过了２５０人，说明年会

的影响力有增加的趋势。从论文作者的构成来

看，首次提交论文作者的数量出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而随着年会的逐年召开，往年发表过论

文的作者数逐年增加，２０１０年已经接近首次发

表论文作者的数量，这说明了ＰＩＣＥＳ年会的参

会人员具有较高的 “回头率”，即参加过年会，

并提交过论文的人员，能保持一定比率继续参

与年会并提交论文。体现了ＰＩＣＥＳ对于参会者

的吸引力在逐年提高，参与人员逐年稳定的发

展特征。

数据自２００４年开始采集，因此该年提交年会论文者视为首

次提交论文人员．

图３　年会论文作者的构成

３３　国家发文量分析

虽然，ＰＩＣＥＳ组织的年会活动是开放式的，

但是６个成员国发表论文的数量仍然占据绝对

优势地位 （图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在发文量

排名前１０的国家中，ＰＩＣＥＳ６个成员国发表的

论文总量为１７３３篇，占总论文数量１８５７篇的

９３．３２％。从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看，美国与日本

分别占据了第一、第二位，分别为５３２篇与４３１

篇，占总论文数量的２８．６５％与２３．２１％，排在

第三、四、五位的分别为俄罗斯、加拿大与韩

国，中国在７年间仅发表了１５４篇论文，占总论

文数量的８．２９％，位居在６个成员国的最后

一位。

图４　６个成员国提交年会论文总量对比

如图５，从时间上看，美国发表年会论文的

年度变化趋势与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的相关性较高，

高参与度保证了美国对ＰＩＣＥＳ走向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ＰＩＣＥＳ６个成员国之外的国

家，如挪威、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虽不属

北太平洋沿岸国家，仍积极参与了ＰＩＣＥＳ的年

会活动并提交会议论文。根据收集到的数据，

分别为挪威１８篇，英国１３篇，澳大利亚１２篇，

德国１２篇，可见西方海洋科学较发达的国家对

于国际海洋组织仍保持着一定的参与度。

从一定程度上讲，科研论文的发表主要取

决于研究内容的前沿与深度，我国发表论文较

少，固然有语言、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更关键

的可能是，由于我国科研起步较晚，经费资助

有限，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内部，尚未成为

国际性的研究强国。就渔业而言，作为世界上

绝对的渔业生产、贸易与消费大国，渔业科研

的低水平与产业的高速发展明显不协调。

图５　各国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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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发文机构

如表３所示，ＰＩＣＥＳ年会上提交论文排名

前１０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加拿大渔业与海洋

部、日本北海道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中国国

家海洋局、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美国俄勒冈

州立大 学、日本东京大学、韩 国 釜 庆 国 立

大学。

表３　提交论文排名前１０的科研机构

排序 论文总量／篇 发文机构 所属国家

１ ２０５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 美国

２ １３８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日本

３ １１６ 加拿大渔业与海洋 加拿大

４ １００ 北海道大学 日本

５ １００ 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

６ ９４ 国家海洋局 中国

７ ５８ 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 韩国

８ ５４ 俄勒冈州立大学 美国

９ ５０ 东京大学 日本

１０ ５０ 韩国釜庆国立大学 韩国

从国家分布上来看，这１０个机构中有３个

日本的，２个美国的，２个俄罗斯的，中国、加

拿大、俄罗斯各有１个。然而，加拿大和俄罗

斯虽然同样只有一个单位提交论文，但数量位

居前１０，这两个单位排名在中国国家海洋局之

前；ＰＩＣＥＳ六成员国里，虽然韩国发表论文最

多的单位－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排名次于中国

国家海洋局，但韩国共有２所单位跻身前１０名，

即参加年会提交论文排名前十的机构里，韩国

发表论文的总量大于中国机构所发表的论文数。

为体现 ＰＩＣＥＳ年会近年来主要参与机构

的研 究 现 状，文 章 分 析 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ＰＩＣＥＳ年会论文量排名前１０的机构 （表４），

以期与表３中的整体特征进行对比。结果发

现，在过去３年里，美国发文量较多的研究

机构已经增加为３所，而日本则由３所减少

为２所，中国的排名也由第六位上升一位，

由此可见，美国对ＰＩＣＥＳ年会的影响又增加

的特征，中国国家海洋局对ＰＩＣＥＳ年会的参

与度也有所提高。

表４　过去３年提交论文排名前１０的研究机构

过去３年主要研究机构 发文量／篇

１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 （美） ８１

２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日） ５７

３ 加拿大海洋渔业部 （加） ５３

４ 俄罗斯科学院 （俄） ５１

５ 国家海洋局 （中） ５０

６ 北海道大学 （日） ４６

７ 韩国国立水产科研院 （韩） ３１

８ 韩国釜庆国立大学 （韩） ３０

９ 俄勒冈州立大学 （美） ２８

１０ 华盛顿大学 （美） ２４

就中国而言，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参与

ＰＩＣＥＳ年会共提交会议论文１６７篇，最多的前５

个机构分别是：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 （表５）。根据中国参与 ＰＩＣＥＳ年会的情

况，可以看出，国家海洋局在ＰＩＣＥＳ年会上所

发表的论文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占到提交论

文总量的５６．２９％。领先位于第二的中国海洋大

学约４１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以海洋等为主要

科研内容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是ＰＩＣＥＳ年会上提

交论文较多的单位。

表５　参与犘犐犆犈犛年会论文发表的主要的中方机构

排名 机构 发文量／篇

１ 国家海洋局 ９４

２ 中国海洋大学 ２５

３ 中国科学院 １３

４ 香港科技大学 ９

５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８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４１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ＰＩＣＥＳ的发展历程及其组织形式进

行了简单介绍，并利用ＴＤＡ软件对ＰＩＣＥＳ年会

论文数据对近年来ＰＩＣＥＳ的发展趋向进行了归

纳分析，结果表明：

（１）１９９２年ＰＩＣＥＳ成立以来，其影响范围

与程度不断增加，美国与日本成为其主要的影



５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响成员国，尤其是美国，中国虽然是六大成员

国之一，但对ＰＩＣＥＳ的参与度还较低，影响程

度有限，这与世界第一渔业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２）中国在 ＰＩＣＥＳ中的作用。中国作为

ＰＩＣＥＳ组织的成员国，自该组织１９９２年成立以

来，一直积极参与ＰＩＣＥＳ组织的各类活动。在

我国，海洋科学作为国家海洋局科研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各级的高度重视。为拓展

科研活动的广度及深度，提高我国在国际海洋

科学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国家海洋局等

单位积极派员参加 ＰＩＣＥＳ 年会，并参加了

ＰＩＣＥＳ的相关工作组的研究工作，在ＰＩＣＥＳ年

会上发表重要论文，为推动ＰＩＣＥＳ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２００２以来，我国共有３７１人次参加了年会

的各项活动。特别是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每年都

有３０人以上参加了ＰＩＣＥＳ的活动。近年来，在

所有参与ＰＩＣＥＳ年会单位中，国家海洋局系统

单位及高校系统参与的比例逐年较高。为提高

我国在国际海洋组织中的话语权，涉海单位应

积极参加ＰＩＣＥＳ组织的各类活动。

（３）２００２年以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很好地利用了ＰＩＣＥＳ的科

学计划，在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由于 ２００２ 年以后

ＰＩＣＥＳ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海洋气候变化方

面，关注的热点基本聚焦于气候变化、气温、

海洋生态系统、气候变异、海洋捕捞、海水养

殖和碳循环等问题，这与ＰＩＣＥＳ的工作目标紧

密相连，但农业部系统单位参加ＰＩＣＥＳ活动的

人数在中方专家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由此可见，

ＰＩＣＥＳ今后的研究热点仍将为北太平洋海洋地

区大尺度的重大国际海洋环境问题。

４２　主要的政策启示与建议

（１）对参加ＰＩＣＥＳ必要性的认识。《北太平

洋海洋科学组织公约》指出，各成员国承认有

必要促进对北太平洋及其各种过程、生物资源

与海洋特征的科学了解；认识到北太平洋海域

辽阔，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科学合作能更

好地科学地了解该区域；希望建立一个适当的

政府间组织以促进和便利科学合作，避免重复

努力；承认该组织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国际海洋

法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原则基础之上。从科研

角度看，成立２０年来，ＰＩＣＥＳ在海洋生物资

源、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环境等领域以及气候

变化对北太平洋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海洋局、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的专

家参与了大量ＰＩＣＥＳ项目的研究工作，有效地

促进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从外交角

度看，ＰＩＣＥＳ也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以及我国

在北太平洋地区海洋生物资源权益的一个重要

阵地。从政策角度看，《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提出要鼓励我国有关机构加

入国际组织、鼓励我国专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因此，尽管ＰＩＣＥＳ的研究方向已

经发生了变化，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继续

留在ＰＩＣＥＳ还是有必要的。

（２）如 何 利 用 ＰＩＣＥＳ 科 学 计 划。对 于

ＰＩＣＥＳ的科学计划的利用问题，应从以下两个

方面考虑：①ＰＩＣＥＳ的科研计划是由各成员国

的专家提出的。各成员国的专家提出项目后，

由ＰＩＣＥＳ科技局组织会议对专家提出的问题，

包括问题形成的原因、研究手段、可行性、预

期结果等各方面的内容等进行分析。经过多次

讨论研究，进一步明确项目的研究目的和方向，

最终形成研究计划。因此，我国可以将我们在

海洋及 渔 业 领 域 的 问 题 提 交 ＰＩＣＥＳ，利 用

ＰＩＣＥＳ的资源和平台，请各国专家进行论证并

参与研究，协助我们解决问题并促进国内研究

水平的提高。② 对于其他国家提出的研究问题，

ＰＩＣＥＳ也会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因

此我国的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可能被其他成员

国共享。因此，利用好ＰＩＣＥＳ科学计划的关键

是必须有能力提出重要问题并引导项目的研究

方向。

以 ＦＵＴＵＲＥ 新 科 学 计 划 为 例。目 前，

ＰＩＣＥＳ的总体科技计划是ＦＵＴＵＲＥ计划。ＦＵ

ＴＵＲＥ是ＰＩＣＥＳ新一轮科学计划的简称，其全

称为 “了解和预测北太平洋海洋生态系统趋势、

不确定性和响应项目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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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期望未来在生态系统对自然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响应机制、预测能力和预测结果的不确定

性估计以及有关知识和预测的有效利用３个方

面取得进展。ＦＵＴＵＲＥ计划的编写工作于２００５

年启动，经过３年的认真准备，于２００８年１月

正式发布。日本在该项目上的投入累计多达１００

万加元，因此日本在参与该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在参与人员等方面都有

较大的话语权，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

题研究的方向，极大提高了该国在ＦＵＴＵＲＥ项

目乃至 ＰＩＣＥＳ组织中的话语权。而我国在对

ＰＩＣＥＳ组织捐款及执行各项目过程中的经费投

入均处于６成员国中较低水平，这严重影响了

我国在ＰＩＣＥＳ及类似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话

语权。

（３）抓住在我国举办年会的机会，提升我

国对该组织的参与程度。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８年，

ＰＩＣＥＳ组织在我国的青岛和大连分别召开了年

会。从前文分析的数据可见，这两年度不论年

会的参与人数还是论文提交量均有显著幅度的

增加。而由于因公出国名额的限制，在其他

ＰＩＣＥＳ成员国所举办的年会，我国的参与程度

较其他５国则呈较低水平。因此认真筹备、组

织在我国举办的ＰＩＣＥＳ年会，一则可增加相关

人员对该组织的认识，二则加深该组织对我国

的了解，增加中外在相关研究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４）我国科学家应积极申请成为固定的

ＰＩＣＥＳ成员。应要求我国各单位推荐正式成员

时，以中层干部以及业务骨干为主，同时要求

保证一定的参会次数 （比如５年至少参加３次或

４次会议）。正式成员要相对固定，避免开一次

会就推荐一批新的正式成员，以此保证ＰＩＣＥＳ

参与人员的稳定性，且对于参与人员而言，避

免重参加、轻参与。应极大鼓励在年会上提交

论文，并及时发表参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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