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醞釀後疫情時代新全球科研願景(上)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歐盟正在研擬全球科研議程，將倡導新的國際合作模式，指引歐

盟機構與外國科技巨頭之間的合作型態，並藉友歐的新任美國總統重

振美歐夥伴關係。 

歐盟執委會仍在醞釀相關計畫，預計下個月將公布。該計劃將會

表明歐盟之願景，即歐盟在世界中的位置與角色，以及未來與其他研

究者、行為者之互動方式，為重要政策指標。 

歐盟創新及教育執委 Mariya Gabriel 在上個月的 Science|Business

活動中透露了部分內容，並表明了歐盟的立場：「歐盟的價值觀與原

則不是紙上談兵。」 

歐盟官員們認為：「全球局勢自 2012 年發布前一版歐盟全球科研

戰略以來變化極大。而該時的趨勢，即由於外資大量挹注中國市場，

導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科研支出份額倍增，並朝向多極化體系發展。」

上述草案內容於本年 1 月公布，並已廣泛流傳。 

此外，該計劃預計包含下列內容： 

 -（歐盟）將轉換新的策略目標，如綠色及數位雙重轉型。歐盟將根

據這一方針調整與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優先考慮與歐洲鄰國、

非洲以及「理念相近的」(like-minded)的的工業化經濟體、新興

經濟體合作。 

- 在開放性與歐盟戰略自主權之間進行權衡，意即重新審視並限制

與某些外國行為者的合作。 

- 與中國等相對封閉的國家就研究合作達成公平開放的全球原則

進行對話。草案稱：「歐盟應利用其號召力，引領廣泛的、多邊的

對談，探討（歐盟）對有原則的、基於價值觀的科研與創新合作

更加開放所需的框架條件。” 

- 推動成員國參與制定歐盟的全球科學路徑。 

草案相當坦誠，表示歐盟觀察到與拜登領導的美國政府修好並恢

復多邊研究計劃的機會，為重建夥伴關係提供良好基礎。「美國政府

的更迭開啟了重啟夥伴關係的機會之窗，而美歐夥伴關係將可能支持



 

 

『理念相近』的全球夥伴同盟。」 

更加慎選合作對象的歐洲 

然而，該計劃將闡明一個改變歐盟的綱領—歐盟將對合作對象與

合作之原因更加嚴格。過去的「向世界開放」的風氣已不復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歐盟不能再天真」。 

正如草案所言：「過去十年，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的平衡

發生了明顯變化。由於某些在經濟和政治制度、價值觀與歐洲相左的

國家正在擴大其影響力，使既有的多邊秩序與歐盟的利益存在不確定

性。」 

在這些謹慎的語言背後是對於依賴的恐懼。去年歐洲爭先恐後地

確保基本醫療供應以對抗新冠肺炎時，歐洲顯露出了這種恐懼情緒。

而歐盟和以色列、瑞士和英國等國之間在量子技術與太空領域的合作

討論，也見證了歐盟的恐懼情緒。批評者認為這是歐盟轉為內向的開

端，與英國和瑞士在內的盟友的緊張關係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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