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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易蓉）随着科技

快速进步，不同国家、地域、人群间因
运用科技力量的差异，开始出现发展

水平不断拉大、相互“割裂”的问题。
“消弭断层”是全社会的共同命题。昨

日，在 2021浦江论坛政策论坛上，国
内外与会专家表达共识，应建立开放

科学的政策体系促进可持续创新。

“全球科技治理对中国来说是
必答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上海

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陈强认为，中国必须担负起全

球责任担当，需要有效提升科技治
理体系张力，通过进一步开放科技

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科技部政

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解敏
在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对外开放力

度正进一步加大，目前国家正研究设
立面向全球的科技基金，构建开放创

新合作生态。
可持续发展是与会专家聚焦的

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院长胡志坚提出，创新生态的演进和
形成应重新定义创新，“要跳出自身

狭窄的领域，将创新定义为广义的、
全人类的、物种进化的转型”。他的观

点也引发共鸣，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
授艾徳·斯坦缪勒（Ed Steinmueller）

也提到，应当设计无偏见的新框架开

展实验和评估，引入变化理论将生
产、消费及其相互关系，从文化、经济

等多维度创建新的规则，让科技创新
带来的新生产和消费不超过地球环

境资源的边界。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庞大的老

年群体面对越来越普遍的智能化生
活场景，感到束手无策。陈强教授提

出，弥合认知差异，针对不同需求、能
力、要素、信息，实施精准的政策匹

配、资源互补；完善治理体系，形成科
技创新体系化能力，直面未来科技、

产业竞争。

疫苗研发快速响应
“这是今天全球疫情的最新数

据，全球有 1.7亿人感染，死亡 368

万人，往回溯一年当中几乎每天有
1万人因为新冠离开人世。再看我

们国家，今年的五一节假期，全国
旅游出行人数是 2.3 亿人次。”数

据的背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觉

得，尊重科学是中国战胜疫情的一
大关键，疫苗更是必不可少的科学

手段。而中国科研团队在疫苗研发
上的快速响应，就是科技自信的生

动体现。
陈薇团队研制的一针新冠病毒

疫苗已在中国多地开打，重症保护
效力达 90%。不只如此，团队研制的

不用注射，无需冷链的吸入型新冠
疫苗也正申请紧急使用。“我们去年

8月最早发表了非注射疫苗的研究
结果，9月 29日在武汉临床实验，吸

的剂量只有针剂的五分之一。”
从疫苗临床研究、临床数据发

表到上市，在新冠疫苗研发上，中国
团队始终走在前列。陈薇认为，这份

科技自信源于多年来我们国家对科

技的投入。“比如说我们腺病毒载体

疫苗从 2003年就获得‘863’计划的
资助，搭建了腺病毒载体技术平台，

打磨了很多年。去年 3月 16日，我

们的新冠疫苗正式进入临床阶段，

美国的 MR疫苗也是 3月 16 日进
入临床。去年 12月 20日 SCIENCE

梳理了发表论文的临床疫苗，认为

我们的疫苗比美国的早了 8 个小

时，把新冠疫苗第一针打在武汉，创
造了历史纪录，给了我们很大的科

研自信。”

研发早决策敢投入
同样，凭借着科技自信，华为对

5G研发早决策、敢投入。华为轮值

董事长徐直军在演讲中透露，华为
5G的研究是从 2009年开始的。”我

们在 2009年决策成立了通信技术
实验室，开启了 5G的早期研究。”

那一年年底，全球首个 4G商用网

络在挪威和瑞典刚刚同时启用，中
国的 4G牌照还没有发放。“2013年

12月，中国的 4G牌照才发放，而那
时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 5G的研究

投入，宣布在未来五年内至少投资
6亿美元，用于 5G的研究与创新的

计划，这不含产品化投资。”
到 2019 年全球首个 5G 商用

网络开通，华为已坚定地走过了十
年 5G创新路。“现在回顾起来，研

究的资金需求没有想象的大，事实

上计划中的 6亿美元投资，最终没
有全部用完。”徐直军坦言，创新研

究越早投入，可能的累计投入则更
少。事实上，2017年也就是 5G商用
的两年前，华为又开启了 6G的研

究。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创新发展“科技自信”是硬核
陈薇：吸入型新冠疫苗正申请紧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马亚宁）“上海，

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双创之城。”今天
上午举行的 2021浦江创新论坛之创

新创业论坛上，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走上 TED演讲台，分享一位创业者

眼中的上海。“作为一名资深创业人，
深知在上海站住脚了，才意味着从区

域公司走向全国甚至全球。所以，万

科集团走出深圳后的第一站就是上
海！”进入数字化时代，上海有望与美

国硅谷、波士顿等全球知名科创中心
比肩，成为创业人心目中的科创之

都。而今天上午由上海大学和上海市
科技创业中心联合发布的“2021上

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百强榜”也

显示。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司，超 90%

拥有“高精尖”。
报告显示，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中共有 284家上市企业，其中 40家
高企成功登陆科创板，占到上海科

创板上市企业总量的 93.02%，身负
研发、专利和人才三大基因的上海

科创企业，深受资本市场青睐。

据介绍，从 2016年开始，特别
是《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以后，上海的
高新技术企业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

实力和韧性。2020年，上海三年有效
期内高企数量增长至 17012家，较

2016 年的 6938 家，增幅高达

145.2%，每万户企业法人中高企数量
达到 380户，居全国第一；工业总产

值达 1.53万亿元、营业收入实现 3.43

万亿元，分别占全市规上企业相关指

标的 44%和 46%，并实缴税收 1142

亿元；研发总投入为 1264亿元，较

2019年增长 13.9%，占到全市研发总

投入的 7成，拥有发明专利 11.11万
件，成为上海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推

动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
“2021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投入百强榜”，通过对全市高企创新
环节的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分析，

发现以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

海海思技术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
“百强高企”创新标杆特征凸显。以

0.59%的数量比重，贡献了全市高企
34%的科技活动经费；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业最
受关注，尤其是电子信息，占全市高

企总量的 45%；16%的科技活动人

员（其中，硕博人员占全市高企的
37%）、31%的外籍专家和留学归国

人员，在引领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

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上海大学和上海市科技

创业中心联合研究发布的“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投入百强榜”，旨在充分

发挥百强高企在创新投入方面的示
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高新技术企

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速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易蓉）“应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今天我
们对一座城市的了解可以精确到

每一棵树的碳平衡能力，可以知
晓一个街区居民的平均收入，可

以绘制一座城市 24 小时人口流
动路线图。”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浦

江论坛·区域（城市）论坛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与工
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院士吴志强展现了城市规划背后
的科技支撑，呼吁全球科学家共

同绘制人类数字城市图谱。
吴志强院士团队经过多年积

累建设城市大数据库，已积累全
球 13861 个城市的基础数据，运

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周完成 20 万

份全球文献搜索和语义分析，将
这些数据分类归于每个城市的要

素指标。数据库包括全球城市人
口、地形、植被等数据，可以作出

精确的数据分析。“比如我们从居
民流动路线数据发现，上海浦江

两岸是最热闹的地方，但重庆的

沿江区域却很冷清。这是因为重
庆沿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我

们规划了各种功能带让重庆居民
能够亲近和享受沿江区域。”数据

研究还发现全球城市群的发展趋
势，吴志强院士指出印度恒河流

域庞大的城市群发展势头强劲，
同时美国五大湖城市群正在快速

衰落，中国长三角城市群有很大

的成长空间。
吴志强院士还在会上发布人

类数字城市图谱全球科学家计
划，呼吁共建数据库，一同支持全

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方创琳在会上

说，城市群自然拓展遵循育树成
林、蛋型演变和晶体结构组合的

自然规律，城市间经历协助、协
作、协同、协振等过程才能进入一

体化，而目前我国京津冀等城市
群还处于协同阶段。他说：“每一

次协同都会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
发展。”

开放科技合作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将设立面向全球的科技基金

精确大数据支撑城市建设
吴志强院士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绘制数字城市图谱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投入百强榜今发布

“沪姓”科创板上市公司
超九成拥有“高精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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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让生活更美好的创新路径在哪里？在昨天下午
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来自全
球不同领域创新前沿的科学家、企业家，分
别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多维度
探寻创新“引力波”，这其中“科技自
信”成为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