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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科学家研究合作影响

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识别了 36 个国家案例中的研究合作影响

因素及其条件组合。研究发现，国际研究合作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且存在明显的路径

多样性，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双边关系等因素都是影响科学家国际

研究合作的必要条件，这些因素的组合形成了四类促成国际研究合作的充分条件。本研究对

其中代表性案例的影响路径分别进行了阐释，揭示出资源和制度在促成科学家国际研究合作

中的关键作用，更为准确地解释了“一带一路”情境下的国际研究合作机制，为更精准地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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