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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关键要素，不仅推动生产力质态的根本

性改变，还对全球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格

局形成深远影响。2024浦江创新论坛上，

《2024“理想之城”——基于颠覆性指数的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研究》上午发布。

研究显示，中国城市中排名前10位的颠

覆性科研机构中，有四家来自上海。不

过，与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上取得的显著

进步相比，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在科

技创新的颠覆性方面，与旧金山、波士顿、

纽约等全球创新引领城市相比，还有待进

一步提升。

为研究全球城市原创性、颠覆性科

技创新的发展态势，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委 托 施 普 林 格 · 自 然 集 团（        

      ）开展了2024“理想之城”——基于

颠覆性指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研

究，以《自然》期刊2023年封面文章报道

的颠覆性指数（  指数）为主要工具，全

面调查了10年内来自世界20座科技创新

中心城市的8大学科领域26万篇焦点论

文以及超过4000万篇关联引文数据，对各

大城市颠覆性创新水平和特征进行了系统

分析。

结果显示：旧金山、波士顿、首尔、多伦

多和纽约是全球20座主要城市中最具科

技创新颠覆性的前五位城市。深圳科技创

新颠覆性水平位居20城市第8位，香港排

名第11位，上海、北京分别排名14、15位。

北美城市群的创新颠覆性能力强劲，仍是

全球科技前沿创新的主要引领者；新兴的

亚太地区科创中心城市中，首尔、新加坡在

创新颠覆性方面也有较出色的表现，特别

是首尔颠覆性指数排名进入全球20城市

前三位。

细看全球领先科研机构开展的颠覆性

研究，在中国颠覆性研究机构榜单中，上海

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

大学跻身前十。总体来看，中国科研机构

在创新颠覆性方面与世界领先机构相比仍

存在较明显的差距。按不同学科领域分

析，中国科研机构在物理、化学及工程

技术领域的颠覆性研究表现较好，

而在生命科学、跨学科领域

的颠覆性研究较为不足。

最具科技创新颠覆性
中国4座城市跻身全球前  

科学家们在主论坛上呼吁加强更多国际协作

新质生产力
推动未来产业

世界历史上已发生过五次科技革命，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产

业，引领了生产力的跃迁。从国际上来看，

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将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在会上提到，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未来产业，各国对此都已采

取具体措施支持发展。

人类表型组计划就是其中之一。美国

四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

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人文与艺术科

学院）、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莱诺 ·胡德是

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协作组联合发起人。

他认为，人类表型组计划有可能促进医疗

领域的最大变革，将以疾病护理为基础的

医疗形式转变为健康护理或预防性护理的

模式。如今，他更在努力促进生物学、医

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等跨学科的合作，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团队共同协作，推动

人类表型组研究的全球化进程。

白春礼说，中国凭借巨大的研发投入、

丰富的科研产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已建

立起体系化大规模的创新系统。目前，中

国在自然指数（           ）排名位居世

界第二。同时，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

PCT专利申请量都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

球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贡献者。与此同

时，我国具有庞大和部门众多的规模优势，

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这些都

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的优势。

“我国强调长远规划和系统集成能力，

统筹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技

术、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布局和资源配置，保

持长期耐心的投入。这对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具有重大的价值。”白春礼同时建议，应

强化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全面布局，尤其

是强化一些非共识的前沿布局，形成自由

探索的创新土壤，让重大成果在开放、宽容

的环境中生长；也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进一步构建产业链合作创

新平台，构建高效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的科

技创新与创新发展格局；更重要的是，应加

强国际合作，这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打通创新链路
需要共同努力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技发现和创新

快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确

定性和挑战，如气候变化、抗菌素耐药性、

新冠疫情、生物多样性丧失、人口增长带来

的粮食问题等。这些挑战是全球性的，需

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开发出创新解决方

案。”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马克 ·沃尔波特爵

士用中国谚语“独木难支”来描述科技创新

跨国界、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独木难支

指的是，一根木头支撑不起一座大厦。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科学永远是一项

全球合作事业。”

沃尔波特说，中英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颇

有渊源。早在两三百年前，英国皇家学院的

会刊就经常讨论奎宁、漆器、印刷、火药等古

老的中国技术，此后两国科技交流日益频

繁，曾走遍中国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约瑟 李

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至今仍是西

方重要的参考文献。如今，中国已是英国第

二大的单一国家科技合作伙伴，仅次于美

国。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共同运营的植物和微生物科学卓越中心就

是中英科技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其实，在诸多前沿科学领域，国际合作

都至关重要。当前，中国正处于量子计算

研发的世界第一梯队。但是，2023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谈及量子计

算的潜力与未来时，却客观地指出，从物理

学视角来看，迈向通用型量子计算还要通

过多道技术难关，估计仍需10到20年的时

间来克服这些难题。“尽管如此，通用型量

子计算终将呈现人类共同智慧，也将成为

展现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相比超级

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将带来指数级的算力

提升，同时也将实现能源消耗上的可持续

发展。”与此同时，他也呼吁，超大数据信息

时代呼唤更强大的算力，基础研究仅是创

新链路中的一环，面向通用型量子计算机

的目标，仍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创

业家携手共同努力。

不过，沃尔波特提醒，国际研究合作带

来了机会，也不可避免会引发技术滥用、个

人信息泄露等风险。“合作的内容不应局

限于共同研发科学技术，也要研究技术如

何不被滥用、政策怎样真正造福于人类、

应对挑战。”

更多青年人才
引领创新活力

“遗传病和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的元

凶，而35%的遗传紊乱和癌症的发生都和

剪接体有关。剪接体是细胞内已知的最为

复杂的大分子机器之一，真核生物通过执

行RNA剪接，去除‘无效’信息，同时连接

‘有效’信息。如果将每个人的基因视作一

部电影剧本，剪接体发挥的作用就是剪掉

‘无效’的遗传信息（内含子）、接上‘有效’

的信息（外显子），最终拼接成一部完整的

人生电影。”今年，主论坛扩大了青年特别

讲席，其中一位分享者就是1992年出生的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白蕊，她

介绍了她所在团队正在开展的剪接体和

RNA剪接研究成果及进展。

白蕊师从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白蕊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就五登《科学》，三登《细

胞》。她所在的团队解析了世界上第一个

近原子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该成果

被写进了国际权威的生化教科书并被选为

封面，10年间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填补了

RNA剪接机理研究的空白，开辟了U12型

剪接研究的新篇章，为相关疾病的致病机

理和治疗方案奠定了基础。

在今年的浦江创新论坛上不难发现，

像白蕊这样的青年人才正在引领创新活

力。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学者许金祥也在

青年特别讲席上，带领大家领略了宇宙中的

神秘粒子——缪子的魅力。“缪子是电子的

‘兄弟’，它比电子重200倍，有自己的磁场，

也有高渗透性，可以穿过数十公里的大气层

直达地球表面，而且把它放在磁场中，它会

像陀螺一样旋转。”作为与缪子为伴的科学

家，许金祥最关心两件事：其一，实验中获得

的缪子行为与理论预言的模型并不相符，需

要国际合作实现更高精度的测量，回答科学

疑问；其二，缪子射线成像已用来勘探埃及

金字塔里的新空间，但要在更多领域应用，

需要地质、土木、物理等跨学科合作。“国际

合作可以推动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跨学科合

作可以把基础研究变成实际应用。”

沃尔波特欣慰地表示，特别希望看到

青年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让没有机会见面

的人能见面，让他们聚在一起，产生长期催

化作用”。 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科技创新需要人类共同智慧
形成自由探索的创新土壤，才能让重大成果在开放、宽容的环境

中生长。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独木难支”，需要跨国际、跨学科的合
作。在昨天的2024浦江创新论坛主论坛上，科学家们呼吁，科
技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特点是
创新，关键在质优，载体是国际协作。

■     浦江创新论坛主题演讲现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