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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聚焦低碳主题 探索创新路径
2022浦江创新论坛拉开大幕

15年的发展，让浦江创新论坛从青春少艾走向意

气风发。在全球大咖的观点争锋中，在青年科学家的

思想激荡中、在源源不断的智库报告中，科学之光冲破

不确定的迷雾，唱响全球科学界关于未来的主旋律。

众多前沿科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曾在浦江创

新论坛上分享前瞻思考，浦江创新论坛也见证了前沿

科技的最新走向——

2020年浦江创新论坛发布的《全球前沿技术发展

趋势报告》，聚焦软体机器人、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神经

形态芯片和类石墨烯二维材料五大前沿技术，讨论了全

球背景下开放合作对于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我

国在各个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机遇和建议；去年，论坛的

新兴技术论坛聚焦“区块链、疫苗与全球健康、金融科技、

科学数据”等前沿技术，寻找新机遇、突破新技术、探索

新模式，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气候变化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本届论

坛将围绕“低碳发展”这一全球共识和世界语言，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展现科技的支撑引领和

中国的大国担当。记者获悉，驱动碳达峰、碳中和有两

股力量：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本届论坛的五位大会报

告人将分别从低碳经济、数字技术、能源产业等不同角

度共话低碳创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各专题论坛还将围

绕低碳技术和绿色发展，展开更专业和深入的研讨。

每年令人期待的，还有预见中国科技未来发展之

路的智慧声音——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全球创新策

源城市、到新一代人工智能、脑科学和量子计算，每年

的浦江创新论坛都能产出一批具有洞察力的成果报告

和意见建议，并能在此后数年为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

借鉴。

同样的，创新不是口号，更不是阳春白雪、空中楼

阁，它要服务经济大局，在经济主战场获得生命力。

2020年浦江创新论坛增设“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展会）”，

打造全球需求“集散地”、技术交易“强磁场”、技术转移

“服务站”，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供需双方的桥梁，推动技

术成果走完产业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去年，大会共实

现现场对接2000余次，达成合作意向100余项，意向交

易额超过4亿元。

对了，大会形式也在创新！今年论坛全面升级线

上线下融合联动的参会体验。云宇宙被首次用到全球

技术转移大会上：3D智慧云展馆共计划容纳近1万平

方米的展示内容，预计将发布超过2000项技术需求、

展示500项中小企业创新产品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呈现600项高校优质成果、入驻500余家企业和机

构及同期直录播30余场

专题活动。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科技花开申城，创新潮涌浦江。
迎来15届重要里程碑的浦江创新论坛，

今天又一次如约拉开大幕。在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和世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新阶段，
2022浦江创新论坛继续紧扣建设创新网络、
把握未来趋势、培育青年力量的论坛三大使
命，不断推动世界和中国科技创新，不断传递

科技自强自立的信心。
本届论坛将于今起三天在沪召开。主宾

国为荷兰，主宾省为海南省，以“低碳：全球创
新新使命”为主题，重点聚焦以科技创新支撑
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与技术体系、深化全球低碳科技合作等诸
多议题。

创新，需要开放的视角和国际合作。浦江创新论

坛“自带的”国际化基因，为政府间和产业界拓展合作

搭建起绝佳平台。

自2012年论坛首创主宾国（省）机制以来，德国、

芬兰、俄罗斯、以色列、英国、丹麦、葡萄牙、新加坡、塞

尔维亚、阿联酋等10个国家先后受邀作为主宾国参加

论坛，将论坛打造成促进国际和国内科技创新合作的

高层次交流平台。

德国是浦江创新论坛设立主宾国（省）机制以来的

首个主宾国，德国联邦教研部和中国科技部达成多项

合作协议。那年，德方代表说：“我们非常坚持的一点

就是德国和中国的合作，这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得到

了非常大的强化。”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迫切需要全球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2016年，浦江创

新论坛首次扬帆出海，在伦敦举办分论坛。同年，论坛

增设了“一带一路”专题讨论，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

科技人文交流机制和科技创新智库交流平台。

今年，荷兰正式受邀成为2022浦江创新论坛主宾

国。荷兰有着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水平和很高的创新

效率，将全方位深度参与论坛的系列活动。荷方将与

中方相关机构联合举办中荷“能源对话”研讨会、水科

技论坛两场专题活动，还将在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云展

上设立荷兰馆，展示和分享荷兰在科技创新和低碳创

新城区等方面的成功案例和经验。2022年是中荷建

交50周年，双方将擦出怎样的创新火花，令人期待。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浦江创新论坛审时度势，重点聚焦区域

城市群，为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创新问计求方。

长三角区域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

相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其历史脉络的传承。跨入

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长三角

带来了新的机遇。

2018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科技部

门在论坛上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

体战略合作协议》，并启动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2021年，在论坛开幕式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正式揭牌，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

领域，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学科合作。这个国家级的

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助力长三角发展成为国家创新能力

的重要增长极。

也是在那年，浦江创新论坛聚焦“新时代创新发展

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区域的力量”，中国最大

的两个城市群——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展开高层

对话和交流，共同探讨如何更好促进创新资源集聚和高

效流动。区域论坛上，《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

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共同体，正不断

提升自己的创新“浓度”——

数据会告诉你，去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研发经费

投入总量达8305亿元，占全国近三分之一；发明专利

授权量18.22万件，占全国超过三分之一。截至去年

底，拥有高新技术企业9.2万家，占全国约三分之一……

这个8月，将为科技创新“一体化”继续保驾护

航。记者获悉，《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

机制》《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

（2022-2025年）》《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券发展的

实施意见》即将发布。

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今天上午召开的

2022浦江创新论坛成果发布会上，《2022“理

想之城”全球高水平科学家分析报告》新鲜

出炉。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排名全球高水

平科学家集聚城市前列，上海国际人才枢纽

地位凸显。

报告显示，上海海外人才吸引力突出。

自2012年到2021年，上海高水平科学家人数

从2940人增加到11215人，增幅281.46%。

上海科学家年度发表的“自然指数”期刊论

文总影响因子增幅达到449.52%。从高水平

科学家国际流动态势看，2012-2021年上海

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引进的人才数量普遍

多于流出的人才数量，体现了上海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其优良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环境对

全球人才产生的强烈吸引力。

本次调查覆盖20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含圣何

塞）、北京、东京、巴黎、洛杉矶、伦敦、上海、

首尔、柏林、新加坡、西雅图（含塔科马、贝尔

维尤）、多伦多、悉尼、香港、莫斯科、特拉维

夫、深圳和班加罗尔。

>>全球高水平科学家集聚最多的城市
“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作者数据库可以

有效反映高水平科学家在全球城市中的分

布态势。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21年北京、

上海、纽约、伦敦、波士顿高水平科学家人数

位列全球20座主要城市前五位，香港、深圳

分别排在10、14位。北京、上海近年来已经

初步形成了高水平科学家集聚的全球高地。

>>近10年高水平科学家迁移汇聚趋势
对分布在全球20座城市中的高水平科

学家2012-2021年逐年度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10年间，高水平科学家人数增加最多的

前五名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伦敦、纽约和

深圳。2021年北上港深高水平科学家总计

人数达到2012年的约3.5倍。上海2021年

比2012年高水平科学家增加了8000多人，

总人数是2012年的3.8倍，近年来更显示出

了人才进一步加速汇聚的良好趋势。

>>全球最主要的人才流动枢纽城市
对2012-2021年全球20座主要城市的

“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作者地址信息进行的

追踪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1年全球20座

城市中，北京、上海、纽约、深圳、波士顿居于

最主要的人才流入城市前五位。其中北京

高水平科学家流入人数超过3000人，上海也

接近2500人。北京、上海高水平科学家集聚

总量、流入和流出数量均居全球20座城市前

列，体现了显著的人才枢纽效应。

>>全球城市科学家高水平成果产出
根据2018-2020年“自然指数”收录的全球20座城市科学家

高水平论文综合统计分析结果，全球20座城市科研成果产出排名

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上海。香港、深

圳分别排名20座城市的第13和15位。

全球成果产出前10名城市中包含4座东亚城市（北京、上海、

东京、首尔），4座美国城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两座

西欧城市（巴黎、伦敦），明显呈现了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东

亚-北美-西欧地域大三角态势。

>>京沪学科发展均衡性取得显著进步
在《2019“理想之城”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城市分析报告》基于

截至2017年统计数据的研究中，北京仅有化学、物理和工程技术3

个领域，上海仅有化学、物理2个领域在本市成果产出占比中

超过10%。而本年度报告的2018-2020年统计数据显

示，北京成果占比超过10%的领域已达到5个，

上海也有4个，体现出近年来北京、上海

在学科发展均衡性上有了显著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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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发展“快进键”构协作机制

编织开放“朋友圈”建创新网络

科学之光冲破迷雾瞄前沿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