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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保持沟通至关重要
36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不久，非常需要

外国人才、资本的支持，如今上海已经取得

很大的发展成就，上海市咨会这样的平台是

否还有迫切性和意义？在采访中，上海市咨

会前主席、S4资本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苏铭

天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无论上海市咨会还是其他一些平台，

让中外保持定期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情，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这样。”苏铭天说，

今年他已经到了中国三次，一次去了北京，

两次来了上海，看到了中国市场呈现出的一

些新情况。

“一方面，中国的许多消费者更加趋向

于价值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显得更

加外向，想要到国际市场上发展。”苏铭天

说，就像这些消费领域的新变化一样，当世

界经济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时候，上海市咨

会这样的平台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尤其是

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的当

下，“保持沟通，保持中国的参与，这是至关

重要的事情。”

双向奔赴更好发展
利用参与上海市咨会的契机更加深入

了解中国的，还有世界领先的物流企业德迅

集团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帆。上周，他提

前抵达中国，一口气参访了5座中国城市，与

不少中国本土企业进行了交流，深入了解业

务需求。

“过去10年，德迅更关注在华外资企业的

业务发展，帮助他们把产品运到中国市场并进

行分销。而现在我们的侧重点已经转变为中

国本土品牌，例如比亚迪、宁德时代以及一些

电商企业等。”博思帆表示，这些中国企业都在

表达同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迈向全球化，而

德迅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管理全球供应链，成

为一家国际企业。“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不断

成长与壮大，对于德迅的意义也愈发重要。双

方将在双向奔赴中获得更好发展。”

打造更好创新生态
“非常荣幸再次回到上海，我在这里生

活了6年，我把这里看作我的第二故乡。”力

拓集团全球董事长鲍达民在大会上介绍，一

个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的重要要素，包

括人才密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

投资者的深度和广度、监管的灵活性、良好

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规模和市场接近度。

AI、芯片、能源的研究需要大量投入，越来越

多的企业在增加研发，以及与学术机构和供

应商进行更多研发合作。

上海应该如何进一步加速创新？鲍达

民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产业集群发展，要

有非常积极的全球企业研发营销计划。“我

们要出于好奇心推动研究，而不是基于应用

推动研究。在吸引人才上，我们要有更加细

致的目标，一定要找到那部分专业人才并吸

引他们；要简化签证流程，吸引全球人才。”

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认为，随着创新周

期缩短，更开放式的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

领先科技企业希望通过合作、辅导和培训等

方式，在早期就跟初创企业建立联系。上海

可以通过提升城市空间规划，灵活性更好满

足这些创新企业对定制办公场所日益增长

的需求。“加强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首要目

标应该是通过精准改革来优化初创企业的

创业环境，创造条件让上海人才得以蓬勃发

展。上海需要赋能创新社区的发展，建设符

合新时代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设施和创

新社区，匹配协作中心和孵化器计划，以支

持创新活动。这些不同领域的专业化社区，

可以申请一个社区网络平台，促进人工智

能、半导体和生物医药核心产业的发展。”

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博乐仁建议，利用科技公司的创新

能力，建立开放的数字业务平台。两年前，

西门子在上海推出了自己的开放式数字平

台，如今在中国已经拥有约30万用户，超过

了100多个合作伙伴，其中1/4来自上海。

“我们与上海一家初创公司黑湖科技合作，

帮助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黑湖科技

已经将我们软件集成到他们的精益制造系

统中，让中小企业使用，让他们的制造业更

加绿色。这是大规模开展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叶薇

第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构建更开放更成功创新生态

市咨会成员和特邀嘉宾积极出谋划策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第36次上海市市长

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

市长龚正和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主席、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施万博士介绍了本

次会议的情况和成果。记者从会上获悉，明年

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于2025

年10月12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开放、创

新、包容——迈向2030的上海发展战略”。

积极拓展科技创新国际
合作模式
“今年的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开得很

成功，是一次交流思想、共商合作、增进友谊

的盛会。”龚正表示，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形成基本框架，

实现了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整体效能的大

幅提升。

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开放

合作是必由之路。龚正说，上海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将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努力形成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目前，上海已

与近2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合作备忘录，建设

了6家国家级、39家市级“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今后，还将持续探索国际科技合作的

新模式、新路径，不断扩大“朋友圈”。

接下来，上海将参与和发起国际大科学

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继续支持国际人类表型

组计划、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大科学计划、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平方公里射电望远镜区

域中心建设，构筑国际基础研究的合作平台。

同时，扩大科技计划和项目对外开放，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优化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谋划布局一批

科技重大项目，实施全球科技伙伴计划，不

断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还要推动外资企业在沪开展研发活动，

深入实施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计划，支持外资

企业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

鼓励外资企业申报我市的科技计划。同时

支持上海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走出去”，

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创新中心。

持续强化全球创新资源
配置功能
龚正表示，上海创新资源丰富，完全

有条件、有能力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

枢纽。

目前，上海已建、在建和规划建设的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有20个，初步形成了全球规

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科

学设施集群。下一步将推动一批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对标国际先进运营模式，更好地发

挥促进国际合作的作用。继续支持鼓励国

际科技组织、跨国公司、创新服务机构在沪

设立创新平台、孵化器和分支机构。进一步

提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浦江创新论坛、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国际化平台的影响力

和引领力，扩大“WeStart”“海聚英才”“创 ·在

上海”等全球创新创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龚正说，上海将持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功能，推动资金、数据、技术、人才等平台的

多维度贯通，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畅通流动、

高效配置。在资金方面，着力加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联动，支持境外资

产管理机构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投

资创新创业活动。在数据方面，着力提升科

学数据的管理和共享水平，依托上海数据交

易所、国际数据港等平台，探索高效、便利、

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在技术方面，着

力建设全球技术交易枢纽，支持创新成果跨

境转化孵化，促进跨境技术交易结算便利

化，不断提升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

易会等平台的影响力。在人才方面，着力营

造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白玉

兰人才计划、全球杰出人才优享服务等政

策，进一步优化完善出入境、安居、创新创业

等服务，让海内外优秀人才来得了、留得下、

能成业。

积极推进全球科技治理
现代化
龚正表示，过去10年，着眼于推进科技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先后出台

了“科创22条”“科改25条”《上海市推进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一批重要的政策法

规。同时积极推动各类国际科技组织来沪

设立代表处，深入开展务实合作。比如，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联合举办“上海知

识产权国际论坛”，设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

奖，有力地提升了上海知识产权治理水平。

今后，上海将继续践行我国政府提出的

《国际科技合作倡议》，与各方携手推进全球

科技治理框架的构建与迭代，打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创新环境，更好应对科技

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

共同扎紧科技安全可控的篱笆。

“上述举措，很多都来自历届市长咨询

会成员和嘉宾提出的宝贵建议。这也鼓励

我们继续努力办好市咨会。期待明年10月

我们再相聚。”龚正说。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上海有能力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
龚正介绍市咨会会议情况和成果

第  次上海市市
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
议昨天在沪举行，  
多位世界级商业领袖
和专家汇聚一堂，为上
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出谋划策。以此为平
台，上海也进一步释放
出扩大国际科技开放
合作、共享中国市场机
遇的强烈信号。

■

参
加
会
议
的
企
业
代
表
在
聆
听
嘉
宾
发
言

一版编辑/钱滢 一版视觉/邵晓艳 本版编辑/李 晖 本版视觉/窦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