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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万物复苏。在这个充满信心与希望
的春天，世界瞩目的“两会时间”如期而至。高质量
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热议的焦点话题。

这些天，奋进争春的身影在浦江两岸处处可
寻：    平方公里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刚刚过完

“两岁生日”，成绩亮眼、活力迸发；“大零号湾”建设
方案公布，剑指世界级科创湾区，上海国际科创中
心建设再添“新引擎”；又一款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
新药获批，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再创佳绩……中国式
现代化的光明图景，上海一笔一画、着墨添彩。

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的底气从何而来？记者
采访多位代表委员，倾听他们的真知灼见。

“一些企业家常说，他们在上海最大的

感受之一就是，只要是企业需要的人才，基

本上都能在上海找得到。”权衡认为，上海人

才资源优势明显、潜力大，这也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和来源。“应该让人才资源在合

理流动中实现最优配置，顺应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律，也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效率。”

近年来，上海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人

才供给”，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环

境。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新型研发机构、世界一流大学及科技企业等

创新平台，吸引了大批海外顶尖人才和团队

来沪，也为城市发展注入蓬勃朝气。

“人来了之后，如何融入环境，最大程度

地发挥他们的价值？这更加关键。”郭坤宇

认为，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要主动为人才

提供能够安心搞科研的环境。“不少科研人

员面临着‘今天要考核、明天要汇报、后天要

申请项目’等一连串烦心事，很容易把精力

分散。我们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激励机

制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要让人才在上海感到

有压力。”

邵志清认为，实现技术变革、产业升级、

吸引人才三者是“一体”的。顶尖人才除了

能在科研领域实现突破，还应该具有全球视

野，能够提出创新的商业模式。“上海缺的是

顶尖的‘商业奇才’，像埃隆 ·马斯克，互联网

大厂领军人物这样的企业家人才。”

在他看来，上海在引进人才、培养人

才的过程中，眼光要放得更宏大和长远。

“缺什么补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

从促进产业生态优化的角度来布局人才，

不能只讲数量。局部补短板无济于事，更

应注重人才结构，要像布局产业链一样去

布局不同层次、不同梯队的人才，营造高品质

的人才生态。”

浦江两岸处处可见奋进争春身影

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底气何来？
本报记者 杨洁 解敏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进高质量发展，上海有非常好

的基础条件。”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

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

来说，高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已经过去，关键还是在于经济

如何迈出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与国家重大战略、高水平

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紧密结

合，是上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特征。”权衡指出，这些年来，上

海在积极服务全国大局中不断

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涌

现许多创新举措，也为全国贡

献了诸多有益经验。

今年，上海自贸区即将迎

来10周年。2013年9月29日，

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浦

东诞生，开启了“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的新探索，中国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支点被撬

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由

此激荡。设立临港新片区、打

造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上海以排头兵的姿

态、先行者的担当，立足更高站

位，向世界传递东方强音。

权衡谈到，近年来，“三大

任务、一大平台”的实施落地，

就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载体。“例如临港新片区，探索高水平改

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加快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积极引领全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发展；又如，长三角一体化，上海发挥龙头

作用，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先行先试，积极

打造活跃经济增长极。”

今年11月，第六届进博会又将如约而

至。距离开幕还有200多天，供需对接活动

已提前进行，招展工作也扎实推进。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签约参展企业500余家，展览面

积超过20万平方米，各国企业报名踊跃。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进博会推动中国市场、中国机遇成

为世界市场、世界机遇，为世界经济发展注

入暖流。”权衡表示，在此过程中，上海发挥

国际化大都市战略链接作用、积极服务国

内国际双循环，已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世界

经济开放、包容、普惠发展的重要窗口和成

功经验。

深化提升三大先导产业“上海方案”，加

快六大重点产业创新突破，大力发展四大新

赛道，在未来产业五大领域加速布局……这

是2023年上海的主要任务之一。全国政协

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邵志清

认为，这样的前瞻布局既关注到了全球背景

下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走向，也注重市民的高

品质生活，可以说是双线并行。

近年来，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持续提

升，工业总产值迈上4万亿元新台阶。布局

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对上海持续保持产业

竞争力而言，尤为关键。

邵志清提出，聚焦“绿色低碳”新赛道，

要加快推进能源替代技术，这是未来社会经

济发展的目标；而“元宇宙”新赛道，则很可

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极。“继互联网、物联

网之后，未来最有可能突破的就是实体空间

和虚拟空间的互动。元宇宙正是在AR、

VR、数字孪生的基础上，实现了虚拟空间和

实体空间的相互赋能与融合。”

上海正发力建设国际数字之都。数字

化转型浪潮，也为产业发展升级提供了一条

晋级之路。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上海

公司总经理陈力看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带来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位于嘉定的上海移动“智算中心”建成

现场，技术人员正有序地开展对接测试。智

算中心是“双智试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

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项目中的基础

资源平台，投产后将为汽车研发企业、交通

出行服务、运输企业及车城网平台提供基础

算力资源。“积极构建‘连接+算力+能力’新

型信息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信息服务供给能

力，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数

智能量’。”陈力说。

创新，是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要打通“0到10”的全过程创新，首先要

走好“0到1”原始创新的第一步。

自主管理、长期跟踪、连续投入，是从事

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普遍需求。自2021年

起，上海瞄准原始创新，在多个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赋予科研自主

权，给予重点领域和重点团队长期、稳定的支

持，为“冷板凳”加热。今年，更在前期试点基

础上，将深入实施“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明确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让科学家们更敢闯敢试。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郭坤宇对此深

有体会。“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许

多时候‘卡脖子’的根源就在于基础研究薄

弱。”由于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未知性和不

确定性因素，他在今年准备的提案中，建议

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项目的设计和管理。

“对于基础类研究项目应设置起始时间，但

不设置结题时间，把科研的‘终点’交给科研

人员，同时在项目执行期间，实行动态监

管。”郭坤宇认为，有了长期、稳定的支持机

制，才能为“冷板凳”加温，保证科研人员沉

下心来致力于科学探索。

从技术发轫的“1”发展到成熟应用的

“10”，还有一道科技成果转化的必答题。

“任何科创新成果，只有转化为新产品、

在市场上落地推广了，科创新成果才能爆发

出它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价值。”全

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认为，上

海正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除了

经济基础扎实、高端人才集聚、制造产业先

进等优势外，还拥有十分可观的消费大市

场，应用场景广泛。

在上海市中心，世界首条35千伏公里

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超一

年，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系统性突破，多

项指标达到了全球第一。“这是紧紧抓住前

沿新材料的科技创新，与全球先进国家‘拼

抢’后，领跑世界高温超导技术的标志性成

果。”汤亮表示，应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市

场化，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提升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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