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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昨天，上海发布

并正式实施《关于加快“大零号湾”科技创新

策源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力争到

2035年，将“大零号湾”全面建成创新能力突

出、科技力量雄厚、原创成果丰富、成功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成为世界级

“科创湾区”之一。

去年1月，经市政府同意，市科委等7部

门联合印发《推进“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

功能区建设方案》，提出了五大行动计划、22

项重点任务。截至目前，“大零号湾”已建成

并使用的高能级科创载体有18个，包括上海

交大未来能源与智能机器人未来产业科技

园、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闵行基地等在内的一批平台（机构）加快建

设，宁德时代、歌尔、泰尔等一批龙头企业落

地发展，累计汇聚硬科技企业4000余家。其

中，估值亿元以上企业达130家，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超600家。

为推动“大零号湾”加快实现跨越式发

展，进一步解决“大零号湾”仍然存在的科创

资源集聚度、显示度不足，创新生态、政策供

给支撑不足等问题，《关于加快“大零号湾”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聚

焦高质量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将支持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集聚发展，建

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

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同时，加大基础研

究投入，支持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构建基

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支持高端科学仪器、

科研试剂等自主研发。

走进“大零号湾”，前沿技术不再是科学

家的专属赛道，科技领军企业联合高校开展

前沿技术攻关，建立创新联合体已是创新常

态。去年，“大零号湾”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平

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677项，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15000件。出自“大零

号湾”区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有9项荣获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市获奖项目总数

近1/5。

市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处处

长张励说，《关于加快“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

源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强策源、

促转化、增动能、聚要素、造氛围5个方面，针

对性提出不少易操作、快落地、早见效的政策

措施。“例如，为引导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优

先在‘大零号湾’落地转化孵化产业化，给予

海内外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项目股权或债

转股的资金支持。对企业在实施技术创新过

程中产生的应用场景建设、算力等新型需求

给予经费支持。针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需求，

推出员工持股贷款，扩大融资租赁业务的规

模和覆盖面。”

据介绍，对照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深

圳南山科技园等国内外一流科创集聚区域，

“大零号湾”将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

制，支持海内外重大成果通过“拨投结合”“投

贷联动”等机制落地转化；加快概念验证中

心、中试平台以及共性技术平台等建设，建设

“科技成果线上发布大厅和服务平台”；支持

区校共建孵化器、师生创业空间等；拓展科技

成果转化承载空间，深化实施产业用地融合

管理要求，支持企业“研发-转化-生产”一体

化布局。

与此同时，大零号湾还将进一步厚植科

技创新土壤，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起或参与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引进、培育一

流学术期刊，并建设“未来科学家”数据库

等。力争到2035年，将“大零号湾”全面建成

创新能力突出、科技力量雄厚、原创成果丰

富、成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成为世界级“科创湾区”之一。

对标顶尖科创集聚区域“十年磨一剑”

把“大零号湾”建成世界级科技湾区

本报讯 （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徐一白）两院院士

和领域资深科学家组成10

人科学顾问团提供战略咨

询建议，23位青年科学家

和科技传播专家担任科学

副校长一对一指导中小学

科创。昨天，上海交通大学

和上海科技馆在上海自然

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

上海市校外大中小幼“科创

教育一条龙”倡议发布。

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

举办科创与科普系列研讨

会、系列讲座、学术会议，沟

通交流相关研究信息及最

新学术成果；通过建立资源

共享机制，重点推进高校前

沿科研成果科普转化，面向

社会大众及青少年推进科

普教育，提升高品质科普与

科学教育内容的供给。

上海自然博物馆B2展

厅还特设上海交通大学“科

创市集”专场，从众多重大

科创成果中遴选出科普性强、趣味性高的

成果在7月11日—12日集中展示，并由专

业团队现场讲解。其中，“方块交大”虚拟

校园、海上大型绞吸式疏浚装备、空气制水

直饮水机、缪子成像探测器、AI蛋白质引

擎以及参数化人体运动实验室等内容，将

元宇宙、智慧能源、尖端设施设备等多元领

域的高科技成果以直观具象的方式呈现，

使公众能近距离接触、感受科技创新，激发

科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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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以“智慧

航海，畅行未来”为

主题的第20个中

国航海日活动在北

外滩国客中心码头

举行，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冒雨前来参

观体验。

图为孩子们在

“沪港引   ”轮上

参观，现场了解相

关的航运科普知识

杨建正
摄影报道

中
国
航
海
日

体
验
﹃
智
慧
航
海
﹄

2024年度中国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揭晓

人工智能领域多人入选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昨天下午，以

“Infinitas未来无限”为主题，2024中国科技青

年论坛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

技创新35人”中国区发布仪式在上海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沙地克、复旦大学微电

子学院教授季力等35位在人工智能、生命科

学、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崭露头角的中

国科技青年入选。

如果有什么可以改变世界，那一定是科

技创新所孕育的力量。自1999年以来，每一

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都会选出一批35岁以

下来自科技领域最具创新性与影响力的青年

领袖，组成年度“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novatorsUnder

35，简称“TR35”）名单。过往的入选者中，不

乏后来在各自领域成长为领军人物的华人身

影，包括开发和拓展纳米等新材料应用的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崔屹、发展了超分辨率显

微镜技术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庄小威、推动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加速发展的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教授张锋等。2017年，DeepTech联

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TR35评选正式落

地中国，全力关注和挖掘中国新兴科技领域

的创新力量。过去的6届评选中，210位中国

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如深耕量子信息技

术的陆朝阳、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重要贡献

者丛乐、潜心聚变超导电物理的郑金星、参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发的徐颖、探索光学AI

芯片商业化的沈亦晨等。

纵观中国区入选者，材料科学与应用、生

物科技与医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是排名前

三的领域，占比均超过20%。放眼全球入选

者，排名前三的领域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

医药、能源与环境。中国区入选者的平均年

龄是32.5岁，其中有24人入选时在30岁以

下，最年轻的入选者是24岁获奖。而全球入

选者的平均年龄则更小，为31.2岁，最年轻的

入选时只有20岁。

TR35评委、中科创星合伙人米磊表示，

这些科技青年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更在技术落地、社会责任、产学研融合、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表现出色。在今年的榜单

上，人工智能领域有多位科学家入选，能源与

环境、量子、新材料的入选者比例也有所提

高。比如，人工智能方面，月之暗面Kimi创始

人兼CEO杨植麟、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

教授谢赛宁、OpenAI研究员靖礼纷纷入选，他

们均开辟了人工智能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