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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商汤科技与上海联通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
群，双方将深入贯彻国家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的战略部署，助力打造上海人工智能主阵地。
纵观历史长河，各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

从未停歇。在这场漫长的“赛跑”中，中华民
族始终勇立潮头，以强大的科技实力奠定了
延续五千年璀璨文明的根基。在进入科技
“大爆炸”时代后，科技竞争速度之快与强度
之大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赋予上
海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
到2025年，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明显

增强，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

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到2030年，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的核心功能；展望203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科技实力大
幅跃升。2021年9月29日，上海发布的《上
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十四五”规划》，描绘出了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的宏伟蓝图。
在向世界科技之巅冲刺的道路上，人工

智能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近年来，人工智
能产业爆炸性发展，宣告世界进入AI时代，
而上海在这一领域已深耕多年，有着深厚积
淀和强大实力。早在2017年，上海就发布了
《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
意见》，首次将AI上升为上海优先发展战
略。2018年，上海举办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标志着中国的人工智能“先手棋”，落子

上海黄浦江畔。
人工智能作为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发展态势迅猛。2019年起，上海发布
了3批共计58个AI重大应用场景，如张江人
工智能岛、临港数字孪生城等顶级场景陆续
面世。2022年10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是全国首部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根
据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布的数据，上海
规模以上AI企业数量已经达到350家，5年
来几乎翻了一番；产值达到3800多亿元，几
乎是5年前的3倍；产业人才更是达到了23

万人，约占全国1/3。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历史悠久、风景秀

美。就是这样一个低调古朴的江南小镇，竟
汇聚了超过700家泛人工智能企业。上海市
政府同意并印发《推进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

新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按照一体化规划
高质量发展要求，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
验区选址闵行区马桥镇及其周边区域，力争
用10年时间实现在生产、生活、生态等各个
领域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千亿元产业
规模，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新高地。
马桥镇的蝶变，只是上海科创版图近年

来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小而美、
精而专的科创集群在上海遍地开花，吸引全
国乃至世界科技人才纷至沓来，科创已经成
为上海最亮眼的城市名片。虽然成果斐然、
前景大好，但我们依旧要保持冷静与务实，
在明确自身优势的同时，正视短板以及与世
界顶尖水准存在的差距，锚定目标，坚定信
念，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进，为中国迈向科
创强国之路贡献“上海力量”。

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基础研究特区”为科研创新提供深耕土壤

青年科学家获“百万级”资助寻找暗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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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入夜，张江科学城李政
道研究所就会亮起盏盏灯火；每
盏灯背后，都有一颗怦怦跳动的
好奇心。其中，就有34岁的青年
科学家李数，他正为暗物质着
迷。就在上个月，由他主持的
“暗光计划”首个电磁量能器原
理样机模块在德国电子同步辐
射加速器中心（DESY）国家实验
室成功完成束流测试实验，迈出
了该计划探测器装置整体预研
的重要一步。“在这个神秘至深
的物理学领域，如果没有基础研
究特区的护佑，仅仅依靠好奇
心，不足以支撑我们走到现在。”
李数感慨道。

交大遴选26人入驻
“十年磨一剑”，有时“十年也难磨一

剑”。探索未知世界的前沿、拓展人类认知的

疆界，基础研究集长期性、不确定性、高度依

赖“关键少数”这三大难点于一身。如何破

题？上海市于2021年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坚持自由探索与战略导向相结

合，优化基础研究发展环境，强化科技创新策

源功能，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基础研究领域跨

越发展形成制度保障。这其中就包括，在全

国率先试点“基础研究特区”。

作为“特区计划”的首批试点之一，上海

交通大学以“海洋、健康、信息、能源”等领域

为重点布局方向，遴选出26名科学家进入“基

础研究特区”，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32

岁，平均年龄不过37岁。李政道研究所的李

政道学者李数就是其中一员，成为上海市首

批基础研究特区计划项目负责人之一。在

“基础研究特区”里，他与合作团队一起积极

寻找暗光子这一宇宙中可能存在的第五种基

本相互作用力，一步步开辟通过暗光子寻找

暗物质的新途径。

“青年科研人员除了努力扎根科研一线

做好前沿主流研究工作之外，也有着纯粹的

科学梦想、跃跃欲试的新奇想法、拼搏向上的

冲劲，但是常常苦于没有足够的资历和渠道

去获得足够的科研项目资助。”李数认为，基

础研究特区计划为年轻人提供了获得稳定支

持和长期投入科研创新探索的机会，让青年

研究者可以心无旁骛地长期从事想要深耕的

创新研究方向，大胆探索心中所想。

支持资金达“百万级”
通常情况下，青年科学家获得的科研“第

一桶金”不超过50万元，尤其是某些冷门、非

共识领域的基础和颠覆性研究，更加难以得

到有效识别和及时支持。然而，“基础研究特

区”鼓励颠覆性基础研究，并将支持资金提升

至“百万级”。而且，试点高校被赋予充分科

研项目和人才支持自主权，科学选题自由，使

用经费自主。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试点的基础研究特

区计划，以《科学》杂志（Science）出版的“125

个科学问题”为榜，遴选出20个项目，重点聚

焦海洋、能源、健康、信息和前沿交叉领域，以

百万级经费的慷慨投入为高风险、基础性、长

周期的基础研究“兜底”。得益于此，李数拿

到了首张“百万级”项目支票——来自基础研

究特区计划的200万元科研资助。他和李所、

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合作团队开启了寻

找暗光子的“暗光计划”（DarkSHINE）并开

展预研工作。

这项工作是基于“上海硬X射线自由电

子激光装置（SHINE）”这一国内新兴大科学

装置，积极推动“0到1”创新性研究方向的

探索，提出了探索暗物质之谜的新思路、新

方法。去年末，团队发表首篇物理预研文

章，探索探测器设计方案，完全自主搭建模

拟和分析框架，详细研究了该实验对暗光子

信号的重建效率以及对标准模型背景过程

的筛除能力，获得编辑推荐与海外专家专题

点评。

今年7月，团队在粒子物理领域著名国际

会议“轻子光子国际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

并发表会议论文。上月，“暗光计划”首个电

磁量能器原理样机模块在德国电子同步辐射

加速器中心（DESY）国家实验室成功完成束

流测试实验。“我们一定会努力珍惜来之不易

的机会和科研资源，奋力争取在前沿基础科

学探索中获得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原

始创新成果，开辟通过暗光子寻找暗物质的

新途径，点亮上海‘暗物质之光’，为大科学装

置创建基础科学新名片，开拓人类微观认知

疆界。”李数说。

“特区”扩充投入增加
除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

院上海分院也加入了首批试点单位，并分别

启动了第一批基础研究特区计划项目，资助

情况为前五年总体资助预算3亿元，第一年资

助经费为每家单位各2000万元，试点单位以

不少于1：1的经费比例共同投入。其中，复旦

大学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着重支持青年科

研人员原创研究，17个项目重点聚焦物质材

料、信息智能、生命科学、环境气候等领域；中

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聚焦上海产业发展的“3+

8+X”领域，依托自身大科学装置优势，布局实

施了一批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项目，25个项目

重点聚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环境气候、物质

材料等领域。

今年5月，“特区”扩充了同济、华师大、

华东理工3家高校，试点实施第二批基础研

究特区计划项目，重点围绕双碳、人工智

能+、量子科技、海洋等领域，努力产出一批

重大原创成果。

据了解，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在研

究制定“基础研究特区”2.0版，将更加聚焦基

础学科和战略性方向，在人才引进、评价考核

等方面形成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政策。

“上海一直重视基础研究，一些重大的基

础研究任务需要更有组织的投入和推动。”市

科委总工程师赵健指出，随着各类精密检测

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进步，基

础研究的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团队

协作程度越来越高，由科学家团队瞄准重大

方向开展导向性研究，大团队、大设施、大平

台的作用逐步加强。

随着基础研究“大科技”“大投入”的特点

日趋明显，近年来，上海基础研究投入逐年增

加。2022年上海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达到

180.59亿元，近10年平均增长率为14.15%。

整体投入强度稳中有进，基础研究占全社会

研发投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7.06%上升至

2022年9.11%。同时，上海已建和在建的大

科学设施数量达15个，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

种类最全、综合服务功能最强的光子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群。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