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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

展区元宇宙展台，演员的舞蹈动作能映射到屏幕虚拟人

身上。演员穿戴的设备包含激光和惯性元器件，可捕捉

骨骼和手指关节点，从而在软件里反馈出虚拟角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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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座德
国小岛，风光旖旎，
更因诺贝尔奖得主
的思想荟萃而闻名
于世。科学大家的
创造力和影响力，
通过科学会议化为
林道这座古老城市
的知名度。
这几天，以“开

放合作 ·共享未来”
为主题的2023中关
村论坛正在举办，
京城大街小巷的蓝
色主题彩旗欢迎着
来自五洲四海的专
家、学者、企业家。
走过13届的中关村
论坛，在全球科技
创新、科技治理和
科技交往中拾级而
上，成为我国创新
发展的一张名片。
也在这几天，

2023年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奖全球提
名进入倒计时。作
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的溢出效应成
果，大奖、论坛与上
海彼此成就，向世
界展示着中国开放
创新的博大胸怀。
科学专属的时

空，美好但短暂；科
学探索的历程，艰
难且漫长。一场出
色的科学盛会，能
把这看似矛盾的两
者连接起来，让科
学家抵达自己的
“尤里卡时刻”，也
让东道主从科学中
受益更多。中国城
市科技创新实力数
一数二的两座城
市，都已擦亮了各
自的科学盛会名
片。连日来，记者
在一场场平行论坛
中，感受着特色，寻
找着共性，看到了
两座城市打造国际
一流科学交流平台
的决心。

■ 中关村论坛现场

开放合作 论坛共同的呼唤
在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2021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阿德姆 ·帕塔普

蒂安向与会嘉宾分享了一张“世界地

图”。“我有一个习惯，每次完成科研后，会

向实验室所有团队成员致谢。不仅介绍

他们的名字，还会拿出一张世界地图，用

大头针标记所有人员的出生地。”

“危机时刻，智者搭桥，而愚者筑墙。”

这句漫威电影《黑豹》中的经典台词被引

用。诺奖得主诚恳地希望，全球都能认识

到开放交流协作、包容与多元化才是科研

学术界成功的标志。“今年论坛的主题可

谓恰逢其时。几年前，‘共享未来’的理念

还很难产生共鸣，如今已是不容否认的事

实。”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兼理事比尔 ·盖茨在演讲中表示，危机不

分国界，人类必须致力于国际合作。“中国

拥有令人瞩目的经验与专长，长期致力于

科技创新的投入。在应对一些全球复杂

挑战时，中国通过分享其科技成果与成功

经验，将能够为世界作出独特贡献。”

事实上，我国科学家也在开放合作中

不断学习、进步。中国科学家牵头发起或

参与的深时数字地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以及最近在

沪发布的首次拍摄到黑洞和喷流全景图

等成果，都离不开全球科学家密切合作。

倡导国际合作，同样是在上海举办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五年多来不懈努力

的事。首届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

奖”得主、美国科学家迈克尔 ·I·乔丹在发

表获奖感想时如是说：“顶科协的使命，与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愿景惊人的

一致。与早期工程学科一样，机器学习和

人工智能同样基于基础科学，必须通过国

际合作，才能走向繁荣并实现愿景。”

五年来，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会员

已超160人，其中诺奖得主68位，科学家

会员覆盖全球25个国家、80所顶尖实验

室和研究机构，这既是这一现象级平台向

心力的体现，更说明开放合作是国际科学

界的人心所向。中关村论坛与会的青年

科学家告诉记者，科研的“尤里卡时刻”往

往就是在协作中迸发出的。随着科学前

沿的不断推进，科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复

杂性不断扩大，“科学会议是促成科学协

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平台”。

“神仙打架”也需“仙人指路”
时至今日，近一个世纪前举办的第五

届索尔维会议依旧被科学家们津津乐

道。彼时，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达到了

顶峰，正是在那年的激辩之后，“不确定性

原理”被广泛讨论，并影响至今。

无论是中关村论坛，还是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神仙打架”的场面总让听者大

呼过瘾——由ChatGPT点燃的火，正在全

球科技圈子里愈演愈烈，“大模型”自然成

了论坛的热门议题。

“未来大模型会成为大量业务系统的

核心，一定要确保模型本身的安全。其次

要保证高效，大模型要消耗大量能源，提

高它的能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

华为昇腾计算业务CTO周斌的看法。

“十年后，全世界有50%的工作将是

提示词工程，即通过输入一些提示词，让

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文

字、图片等内容产品。”百度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做出大胆预测，为

此他还疾呼，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

要，国内教育界要加强对学生提问能力的

培养，这样才能让青少年今后更适应提示

词工程这种工作。

如果说“神仙打架”能为艰难而漫长

的科研旅途找寻光和方向，那么“仙人指

路”则让科学在不同圈层中迸发出新的生

命力——每年秋天，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的“科学T大会”，总会受到科学少年们的

追捧。为什么坚持让顶尖科学家向青少

年讲课？“最强大脑”们觉得，成为科学家

最重要的不是聪明，而是好奇、踊跃提问

和坚持不懈——而这些特质，主要是在成

年之前养成的。“科学T大会”的“三朝元

老”、如今已是大学生的上海男生邹一鸣

告诉记者，论坛有种魔力，在这儿和诺奖

级科学家对话时，始终是一个平等的身

份，不会感觉到前辈与后辈的那种层级

感、压迫感，“这一点很难得”。

溢出效应 为城市留下财富
在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一

隅，“中关村这十年”的展览吸引了不少人

驻足。从北京走向世界，再拥抱世界，中

关村之所以实现如此大的飞跃，不能不归

功于中关村论坛——这个诞生于2007年

举办了13届的科技盛会，将中关村的创

新范、国际范最大程度激发了出来。

经多年积淀，今天的中关村论坛成长

为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科技创新实践、深度

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一个重要窗口，而论

坛的举办地，也从最初的“电子一条街”蝶

变为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承载着论坛带

来的溢出效应。如今，中关村不仅成为海

外创新创业者理想的“栖息地”，也不断吸

引一批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回到祖

国，追逐梦想。去年年底，北京昌平实验

室主任谢晓亮因单细胞基因组学研究方

面的多项成果获突出贡献中关村奖。谢

晓亮是美国生命医学大奖阿尔伯尼生物

医学奖首位华人获奖者，在哈佛任教20

年后，他几年前全职回国，回到最初种下

科学梦的地方。“在这里，我的团队比在哈

佛做得更好、做得更多！”他感慨。

记者获悉，基于中关村论坛，北京将

充分利用创新政策开创科技创新合作的

新局面，深入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

持续扩大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着力吸聚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外资

研发中心等全球优质创新资源落地北京。

有科学家感慨，科学盛会构建起的“磁

场”，作用不仅仅是助力城市科研能力的跃

升，更是为城市培养新生代科学家积累优

良的科学资源，塑造优质的科研环境。自

此，城市有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科学共同体。

在上海，五年多来，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影响力持续扩大。首届顶科协奖颁

发、三大顶科联盟成立、永久会场启用、国

际科学社区正在添砖加瓦……在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程中，论

坛创办之初规划的愿望逐一实现。

伴随着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溢出

效应”不断落地，在临港新片区，海智国际

研发社区启用，这里将凸显“科技风向标”

作用，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学等世界科技

前沿领域，并为“最先一公里”的转化赋能

——以此为标志，集聚全球顶尖科学资源

的科学家社区从蓝图变为现实。

吹响号角 一起走向新未来
为什么要办品牌化、国际化、高水准

的科学盛会？

北京的故事是：2005年时，中关村管

委会承办了国际科技园年会，借此看到了

论坛的平台性作用。与此同时，中关村的

发展也需要一个高规格的沟通交流平

台。上海的回答是：多年前，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成立，需要有载体来完成“推动

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

的使命，创办论坛水到渠成。

看起来简单，但真正落地还是面临很

多困难。2008中关村论坛筹备时间短，邀

请函是在开幕前一个月发出的，为了寻找

诺奖级得主并说服他们出席，主办方甚至

通过从事外交的朋友牵线搭桥，一位位争

取；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举行前，顶科

协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

科恩伯格亲手写了28封邮件，事无巨细地

向诺奖科学家解释协会和论坛的理念、做

法，用这种看起来很笨的“拉人头”方式，邀

请到了26位诺奖科学家参加第一届论

坛。说起来，科技会议就是一次科学家的

聚会，或许不能让城市“永久”地成为科学

聚集地。无疑，中关村论坛和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抓住了“短暂”，靠最尖端的思想

碰撞，让各自城市进入了科学家们的视线。

索尔维会议所在布鲁塞尔和林道会

议举办小城林道，都已成为顶尖科学家们

的“精神源点”，城市的科学光环亦吸引着

科学爱好者们纷至沓来。

中国的科学大会，未来走向何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

公说：“中关村论坛不是简单地总结过去，

而是吹响号角，走向未来。”

科恩伯格同样满怀信心：“通过开放

的互动交流，顶尖科学家协会的相关项

目，一定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本报北京今日电）

从

到

科
学
智
慧
大
碰
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

特派记者 郜阳 文
特派记者 陶磊 图 中
关
村

顶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