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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在这座以创新为荣耀的城
市里，有一个将“创新”嵌入名字的论坛———浦江创新
论坛。今天下午，2021浦江创新论坛在东郊宾馆正式

开幕。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病毒科
学家陈薇院士，中国“脑计划”重要推动者蒲慕明院士，

执着于创新的领军企业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一位又一位

来自不同领域却都站在创新最前沿的科学家、企业家、

创业者和青年们，轮番登上演讲台，分享“创新，让生活
更美好”的实践路径，寻找科研与产业、科学家与企业

家共振的创新波段。
浦江创新论坛创办于 2008年，是科技部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高层次国际论坛。作为观察我国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窗口和服务我国国际科技合

作的重要平台，浦江创新论坛历经十三年发展，始终围
绕创新主题，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以产业

脉搏激励科技创新，关注创新网络、未来趋势以及青年
力量，不断推动世界和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不断传递科

技自强自立的信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新的时代
需求，本届论坛以“创新，为了人类美好生活”为主题，

主要包括 1场主论坛，即开幕式及全体大会，2场特别
活动“青年科学家座谈会”和“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以

及十余场专题论坛、合作论坛、成果发布会等，围绕区
域创新、创新政策、创新创业、青年人才、未来科学，聚

焦区块链、疫苗与全球健康、金融科技、科学数据等新

兴技术，让科技创新放眼产业发展，让产业升级更贴近
原创之源。

因创新而生，以创新为翼。截至目前，浦江创新论

坛已邀请超过 1500位政界高层、学界泰斗和商界精英
在论坛上分享智慧、激荡思想、交锋观点；10个主宾国

和 10个主宾省通过论坛，与上海携手黄浦江畔，探索
个性化的创新发展之路。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

业，从创新策源到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浦
江创新论坛全方位共振时代需求，以更开放的格局，更

前沿的视野，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信号释放
地、重要话题引领地和重要论述策源地。

创新共振波段 城市创新之翼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当城市

发展迈入数字化转型，科学数据不
再冷僻生硬，而是科技创新的富矿。

作为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支撑城市
数字化转型”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昨天举行的新兴技术论坛聚焦“科
学数据共享”。上海市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科技创新资

源数据中心联合发起《上海科学数
据共享倡议书》，希望打破科研院所

和科学领域之间的藩篱，让科学数
据自由流动起来，真正成为开启未

来智能的“金钥匙”。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上海

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
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

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
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科

技重大项目。这其中的每一步，都
离不开科学数据的有利支撑。此次，

《上海科学数据共享倡议书》得到了

上海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

他创新主体的积极响应。复旦大
学、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
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等机构与倡议发起

单位共同签署了倡议书。其中，
不少研究机构已经与上海科技

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展开了多方
面的合作。

近年来，中国极地中心与上海

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通过科学数
据共享，在具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

和数据安全等数据中心能力的同
时，建设极地考察数据清洗及数据

版本追溯的系统，实现对极地考察
数据以及共享数据的全流程数据追

踪。中国极地中心副主任徐韧说，对

各类极地数据的融合与挖掘，将极

大提升数据价值

和科研的效率。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是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资源服务综
合体，作为功能型平台，我们将从开

放共享科学数据出发，为城市数字
化转型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助力。”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

主任何军说。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科技创新的未来在

青年。上午，作为 2021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前
奏，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与施普林格·自然集

团共同发布《2021“理想之城”———全球青年科
学家调查》。调查显示，上海对于全球 30岁以

下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居全球 20座科技创
新中心城市之首。

调查统计分析了两万多篇全球青年科学

家科研论文，对上千名全球一线青年科学家开
展问卷调查，深入研究全球青年科学家的流动

趋势、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全球青年科学家
论文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0年，上海青

年科学家的人均学术贡献排名为全球 20座科

技创新中心城市中的第十二位，如仅统计
2018-2020年，排名为第八位。在 2012-2020年

各城市的青年科学家学术发展曲线中，上海青
年科学家成长速率排名 20座城市的第六位。

哪里是全球科学家的理想之城？面对这个问

题，上海展现出对青年科学家的最佳吸引力。青
年科学家未来迁移愿望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

20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中，上海对于全球
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排名第四位，居中国城市之

首，充分体现了上海的科技创新开放窗口和网络
枢纽地位。特别是，对于全球 30岁以下青年科学

家的吸引力，上海位居所有 20座城市之首。

当被问及科创“理想之城”有哪些关键元

素时，受调查青年科学家不约而同提到了：合

理的生活成本，良好的公共服务，世界级大学
和科研机构，政府积极支持科技创新，以及多

元化族群和包容性的文化特质。显然，上海在
以上各主要方面均获得较高评分。特别是在政

府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上海获得了全球 20座
城市最高的评价。

与其他国家青年科学家相比，来自中国城

市的青年科学家更加倾向参与科技创业，其
中，上海青年科学家显示出最强的创业积极

性，选择参与科技创业和投资的人数比例达到
了 17.07%，相当于每 6人中就有一人把创业作

为事业发展方向。上海已成为青年科学家心目
中的多元发展之地、科技创业之都。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午，由上海市科

学学研究所、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浦发银行
上海分行联合编撰的《上海科技金融生态年度

观察 2020》在浦江创新论坛成果发布会上亮
相。这是首份从生态视角综合评析上海科技金

融年度发展的报告，为业内提供最新信息，为
上海科技金融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报告显示，2020年上海科技金融信贷呈现

“面扩、量增、质优”的良好局面，科技信贷目标
全面完成。创投机构募投管退活动恢复活跃，

率先走出“谷底”，全年上海股权融资规模与数

量均位列全国第三。特别是，种子期企业获得
的投资金额增长超过 4倍，种子期与初创期所

投企业的数量增长近 1倍。在科创板效应和营

商环境改善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创投行业投

早、投小、投科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上海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更加完善，金融改
革深入推进，上海企业募资金额位列第一。2020

年上海企业 A股 IPO募资金额以 1197亿元位

列第一，中芯国际在科创板上市募集金额超过
532亿，成为 2020年 A股最大 IPO项目。

上海种子期企业获投资金额

    本报讯（记者 易蓉）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充满不
确定的世界大变局正加速演进，面对

未知挑战，科学家如何找到突破路
径？空前复杂的科技体系呼唤何种创

新协作形态？昨天举行的浦江创新论
坛·科技创新青年峰会上，“问题”“交

叉”是各领域科学家提到的高频词。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并致辞。
当前，在航空航天、深海、高铁、

核能、生物、超算、互联网、新能源等
重要领域，大批青年科技人才“扛大

旗”“挑大梁”。“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
变革和各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形成

的历史交汇，大科学的跨界融合特征

更加突出，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原动
力不断涌现。科技事业展现出‘江山

代有才人出’的喜人形势。”浦江创新
论坛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在

论坛致辞上强调，全球气候变化、能
源资源短缺、粮食危机、全球性流行

病肆虐以及贫困等一系列风险日益

凸显，这些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青年
人的知识和力量来共同积极应对。

学科交叉和跨界合作对青年科
学家来说已不陌生。西湖未来智造创

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
浙江省 3D微纳加工与表征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周南嘉介绍，西湖大学有一
项特色活动———学科交叉午餐会，不

同领域的研究者分享科研新方向和

新成果，这在校园激发了很多学科交
叉的合作。周南嘉团队能够达到的世

界领先的微米级精密打印技术，要在
材料上达到稳定、高精密，就需要解

决成分、配方、流体力学等特征，要在

机械结构、自动化控制、传感器等多
模块提升和配合，来自机械、软件、材

料等多学科背景的研发者一同组队

跨学科攻关。

在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研究员田野看来，基础科学不是

孤立的存在，与工程科学有连贯性。
他提到上海正建设超强超短激光装

置，既能在实验室里模拟宇宙的环
境，用于探索“仰望星空”的科学问

题，也能产生重离子源，应用于肿瘤

治疗，解决更多医疗生物领域的科学
问题。“我们既建立原始创新的科学

策源，同时要从这些策源的科学问题、
科学新技术中研发、解决工程上交叉

的新技术。它有一定连贯性，脚踏实地
地围绕‘更好的生活’去服务。”

在圆桌讨论环节，青年科学家们
谈到疫情阻隔了面对面交流，却反而

因线上互联令科研交往和互动更密
切、更有效率。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

司副司长李昕提到一项监测，发现疫
情期间各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并没有

停止，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反
而加强了。他还呼吁，应关注学术界

基于互联网的“开放获取”行动，可以
更好地利用各种信息通信技术提高

科研合作的效率。

跨学科联手攻关获

最强突破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很多人

会说，区块链可以改变世界，可是区

块链像互联网一样改变世界，还有多
远呢？”昨天下午，徐汇滨江西岸一

场关于区块链的头脑风暴———“链
接未来———浦江创新论坛区块链发

展专题论坛”正在进行。上海树图区
块链研究院院长、多伦多大学教授龙

凡，开门见山抛出了这个人人想问的

问题。
区块链就是比特币，懂区块链可

以“挖矿”赚钱……区块链因比特币
的应用而为公众所知，近来比特币的

暴涨暴跌也让普通人对区块链有了

更多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更像是一
副“有色眼镜”———区块链可能是一

个神秘的“未来赌场”。中国唯一的
图灵奖得主、中科院院士姚期智在

论坛开始的视频连线中科普道：区
块链是基于密码学、分布式计算、博

弈论的交叉课题。“而且，它不仅仅

是一门技术，其创造的信任价值可

以深入到社会的各方面，造福人类
未来的生活。”

其实，区块链是以创新性的思维
模式创立了公开、透明、可追溯、不可

更改的分布式账本，让社会“信任”通
过这一数字技术确立起来。上海树图

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龙凡在演讲中坦

言，区块链的落地应用虽有一些敢于
吃螃蟹的人，但整体来说处于小范围

摸索阶段。“区块链要做到像互联网、
人工智能那样赋能各行各业，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在他看来，区块链的真正价值是

“信任机器”，一旦被推广运用，有望
重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真正的

区块链技术被接受需要时间，社会大
众需要正确的引导，纠正对于区块链

的认识误区。”龙凡说，只有全社会形
成对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才能有力地

推动这一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

“信任机器”让区块链

最有价值
科学数据流动共享

最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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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0岁以下科学家吸引力 上海居首

增超 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午，第八期《国

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发布。报
告显示，“十三五”以来全国 169家国家高新区

创新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创新环

境明显完善，率先形

成了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

生态体系。
截至 2019年，国家高新区省级及以上各

类创新服务机构数为 5176 家，同比增长
18.0%；企业产学研合作经费支出为 1501.4

亿元，同比增长达到 79.3%。在中美贸易争
端、全球化进程受阻的环境下，高新区企业

更加积极地寻求与国内
高校院所、

创新型企业的研发合作，倒逼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
全国高新区内各类孵化载体稳步增长，创

业活动日益活跃。2019年国家高新区拥有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639家、科技部备案的众创

空间 912家。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 1697家，较
上年每天多注册 411家；在孵企业数突破 12

万家，同比增长 14.2%，平均每家高新区拥有在

孵企业 722家，较上年增加 90家。

国家高新区每天新注册企业 1697家

区块链发展专题论坛
新兴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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