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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8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于9月7日-10日在上海召开。本次论坛以“共享创新 共塑未来：构建

科技创新开放环境”为主题，共设1场开幕式及主论坛、24场专题论坛、2场展示对接（InnoMatch

全球技术转移大会、WeStart全球创业投资大会）、2场特别对话（青年科学家座谈会、女科学家

座谈会），以及青年创新讲坛（Y-HUBs）、成果发布等。《浦江创新观察》将分期汇集论坛嘉宾

的精彩观点和重要论述，分享论坛成果。本期专报对论坛开幕式及主论坛的嘉宾1观点进行梳理，

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一

共享创新 共塑未来：构建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科学研究范式

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与此同时，

人类发展面临地缘冲突、增长乏力、气候变化等越来越多的重大

1 与会中方嘉宾包括：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科学

技术部部长、党组书记阴和俊，上海市市长龚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原院长白春礼，山东省副省长宋军继，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学者

许金祥，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白蕊等；外方嘉宾包括：匈牙利文化与创新部副国务秘书拉斯洛·博迪

什，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署长亚当·基什，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彼得·梅杰，巴西科技

创新部秘书长丹尼尔·阿尔梅达，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马克·沃尔波特，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主席哈森·曼

达尔，美国四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莱诺·胡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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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开放共享，用科技的办法共

同应对解决全球性问题。2024 年浦江创新论坛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以“启迪创新思想、传播创新理念、激励

创新精神”为使命，努力成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要继续秉持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

合作理念，坚定不移推动国际科技开放合作，推进前瞻谋划和前

沿布局，拓展多元化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打造高能级国际科技合

作平台载体，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

新环境，更好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开放合作：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方面，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是顺应时代规律的必然选择。上

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指出，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开放

合作是必由之路。中国将进一步践行国际科技合作倡议，与各国

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让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道马什在贺信表示，中匈两国通过多途径支

持创新，合作交流是本能所驱，我们需要开放和交流，通过合作

共同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人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党组书记阴

和俊强调，全球科技进步源于各国科学家互相学习、彼此借鉴、

共同创造。当前科学知识多层面覆盖、学科多领域融合、技术多

相位链接的特点日益凸显，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融合性

日益增强，构建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

必要。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彼得·梅杰提

到，国家创新体系需要融入到更广泛的国际框架，各国应设定与

全球趋势保持一致的具体目标，确保所有国家充分参与全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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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体系。匈牙利文化与创新部副国务秘书拉斯洛·博迪什

表示，全球主要科技创新成果都不是单打独斗实现的，而是跨国

界的合作。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之

举。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

量。彼德·梅杰指出，国际合作对于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差距至关重要，必须确保所有国家充分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生态体

系。阴和俊表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亟待科技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新兴技术的发展带来科技伦理和安

全风险，亟待建立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治理体系。上海市市长龚正

提到，人类发展面临地缘冲突、增长乏力、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

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共享，用科技手段共同应对解

决全球性问题。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马克·沃尔波特认为，科技

创新步伐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新型病毒传播、生物多样性丧失、

老龄化等挑战，需要依靠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空间科

学等领域的全球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指出，气候变

化是全球科技创新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应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引

进来，以合作互利的智慧走出去，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

际环境，合力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二、共享创新：合作共赢的必然之举

一是打造创新合作平台成为全球共识。阴和俊指出，中国目

前已与 161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 118个双

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 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

哈森·曼达尔所在的机构是 1970年成立的一个国际科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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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自 70个国家和 160个成员组成的合作网络，主要目的就是

要打造一个全球创新大家庭，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山东省副省长

宋军继表示，一批高能级平台加速落地山东，海洋领域的国家实

验室落户青岛，形成了 21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 家省实验室、

277家省重点实验室体系，这些基地平台是山东开展科技合作的

核心主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指出，中国在清洁能源、

新能源汽车方面打造开放产业平台，合资伙伴深化开放合作，加

大对华投资，产业链对外合作走向发展。

二是重大合作项目取得切实成效。阴和俊指出，中国参与近

60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牵头组织“深时数字地球”

“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面向

全球发布《国际科技合作倡议》，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的国际成果

丰硕。白春礼提出，中科院合肥固体物理研究所开展了超导托卡

马克的联合研究，也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计

划），重大项目合作已成为中科院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抓手。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学者许金祥指出，缪子领域的研究需要来自

全球各国的研究机构开展跨专业、跨领域的务实合作，才能克服

挑战实现高精度测量。

三是创新要素全球流动是关键保障。阴和俊指出，构建科技

创新开放环境，实现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高质量利用全球创新资

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必要。彼得·梅杰指出，

科技创新发展要素包括创新所需要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

推动技术进步的人力和知识资源，通过促进国际研发合作，集中



5

资源共享知识，鼓励技术和知识转移，推动解决从气候变化到疫

情等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宋军继提到，山东聚力打造“政产学研

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持续健全支撑有力的政策体系，深入

推进科技奖励、成果评价、人才评价的三项国家级改革试点，开

放包容互惠共享创新的生态圈蓬勃发展。

三、深度参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必由之路

一是推进前瞻谋划和前沿布局。陈吉宁强调，要坚持长期主

义、深化科技布局、保持战略敏捷，大力推进高风险、高价值基

础研究，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新型组织形式，激活创新主体力量，

尤其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

关，深化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努力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

性成果。白春礼认为，要强化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全面布局，

尤其要强化一些非共识的前沿布局，形成自由探索的创新土壤，

让重大的创新成果在开放、宽容的环境中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薛其坤指出，我们面临的超大数据信息时代需要更强大算力，量

子计算机具有非常好的前途，需要物理学、电子器件、计算机等

学科交叉融合，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创业家共同努力。

二是打造高能级国际科技合作交流载体。拉斯洛·博迪什指

出，教育和人才交流至关重要，应协同创新合作伙伴，为年轻工

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提供交流合作平台，构筑推动未来的创新

网络，培养下一代创新者。莱诺·胡德提出，通过组建人类基因

组计划等长期攻关项目，借助全球科技合作，推动数据驱动提升

医疗健康水平，大幅降低降医疗成本，将表型组技术为代表的高

质量医疗技术推广至发展中国家，让全人类共享开放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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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继强调，山东将着力构建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在平台建设、

机制突破、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与全球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全方位

合作，共同汇聚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三是构筑多元化国际科技合作渠道。阴和俊指出，要持续深

化政府间和民间国际科技合作，全力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

作走深走实，聚焦全球性问题挑战深化联合研究，积极参与全球

创新治理。拉斯洛·博迪什表示，匈牙利为实现研发和创新体系

更加国际化设立了三个主要目标，分别是加强和扩大国际科技合

作和共创，帮助企业更多进入到外国市场，使创新型出口导向型

企业获得成功，把研究和创新的活动能够带入到匈牙利。另外，

马克·沃尔波特指出，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研

资助框架，以及支持未来科学联席的监管制度。

整 理：任嫒嫒、季晨宸、王佑之、兰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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