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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10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前沿科技发展论坛以“前沿技术：塑造未来，创新合作”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各领域专家、政府部门、企业代表围绕前沿技术发展与全球合作展开深入研讨。本期

专报对前沿科技发展论坛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十一

拥抱合作与竞争 聚力推进前沿技术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进

入空前活跃期，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基因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深海探测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方兴未艾，正对整个科

技创新体系和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前沿

技术发展为推动时代变革、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应加

强前沿技术布局研判，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以场景牵引加速

前沿技术突破，以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主体动能，积极探

索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前沿技术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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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沿技术正在推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前沿技术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前沿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传统

行业的运作模式和发展路径。比如，在医疗、教育、交通、金融、

制造业等多个行业中，AI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

务质量，还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香港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大卫·斯罗洛维茨指出，AI 技术帮

助我们加速了数据生成和材料设计，预测材料的特性、性能等属

性，大大缩短材料设计研发周期。

前沿技术突破将颠覆全球产业格局。当前各领域前沿技术之

间互相影响、交叉融合、接力突破，加速新产业生态形成和发展

格局重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指出，

AI技术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超级 AI将成为电力

需求的“无底洞”，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能源技术的突破。

大卫·斯罗洛维茨表示，能源技术的突破将深刻影响航空航天产

业，飞机 40%的重量来自携带的燃料，更加高效和轻便的燃料可

以大幅轻量化飞机结构，能源材料的微小变化将带来巨额收益。

前沿技术将重塑新时代经济社会运行规则。一方面，前沿技

术将重新定义解决物理度量与社会问题的规则标准。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教授、加州量子计算挑战研究室主任丹·斯坦普·库恩

指出，量子计算机能解决一些经典计算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

些理论中提出的新型材料很难直接找到存在证据，量子模拟器技

术就能进行模拟验证。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突破将改变经济运转

的底层逻辑。干勇指出，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建立在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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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材料的开发利用上，进入由新能源驱动的 2050年“碳中

和”时代后，全球经济也会从“燃料驱动”向“材料驱动”转变。

二、前沿技术发展的全球趋势和重点方向

新能源与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前沿技术发展的核心焦点。干

勇指出，当前国际科技与产业竞争主要聚焦在两条线，一是中国

建立在新能源优势基础上的未来能源技术，另一个是美国基于算

力、大模型领先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发展高度依赖新

能源和储能技术发展，两条主线将互相交织，影响未来全球竞争

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怀柔实验室主任汤广福指出，清洁能源

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化转型、多种能源综合化利用，是推

动我国能源由煤炭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关键。要因地制宜地推动地热、波浪能、生物质能等能源的多

元化发展，减少单一能源依赖。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主席、

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校长哈森·曼达尔指出，目前人类已经历了

六次创新浪潮，当下的第六次创新浪潮被定义为“绿色和数字化

转型”浪潮。

生物技术和芯片技术是发展未来产业必需的共性基础技术。

在生物技术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表

示，生物制造工业是最有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之一，具有

原料可再生、过程环境友好、产物可设计等突出特征，涉及能源、

化工、材料、食品、农业、医药等多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预计

本世纪末全球 70%的产品可用生物法生产。在芯片技术方面，中

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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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系统技术是超越摩尔时代的重要方向，美欧等国高度重视智能

微系统一体化设计等共性基础技术研发，DARPA专门设有微系

统技术办公室（MTO），采取政府主导，以成体系、长周期、

高强度的投入方式来引领微系统技术的多元发展。

量子技术发展充满了无限可能性与颠覆性。中国计量科学研

究院院长方向指出，量子技术的发展推动 2019年国际单位制产

生了根本性变革，量子化变革将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最佳测

量成为可能，使一切量的统一成为一种可能。丹·斯坦普·库恩

表示，超冷原子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有望实现量子模拟和量子

传感器材料的突破，也可以为广泛的量子信息提供支持，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

三、相关建议

一是探索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前沿技术发展模式。前沿技术发

展离不开国际合作与开放创新，应以开放市场和国际标准接轨为

桥梁越过竞争与隔阂，加快形成制度型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科

技部副部长龙腾指出，国际合作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必选项，只有

持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文交流，不断增进彼此友谊，才能

完成好科技进步这个世界性、时代性话题。丹·斯坦普·库恩指

出，量子技术的长期发展和应用存在诸多争论和分歧，进一步突

破离不开基础科学的进步，这也是许多国外学者到中国来谋求合

作与协同的重要原因。哈森·曼达尔指出，前沿技术发展面临的

挑战是复杂多元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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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场景应用加速前沿技术迭代效率。场景应用可以不断

发现技术存在的问题，推动技术迭代升级，拓展应用范围。在新

能源方面，干勇表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比重快速增加，为新能

源提供了最繁荣的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在算法、算

力和数据上占据优势，我国应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在自动驾

驶、智能金融、智慧医疗、制造业等领域加快应用场景落地和成

果转化。尤政指出，加快推进微系统技术研究的关键在于把设计

工具、加工集成装备和技术以及测试应用的场景作为突破口。

三是持续强化企业在前沿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丹·斯坦

普·库恩指出，美国有很多新企业大胆进入前沿技术研究领域，

主动参与实验室阶段的技术研发，中国类似企业却较少。布达佩

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校长、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哈桑·查拉夫表示，

匈牙利的研究活动往往通过联合体的方法来组织，其中包括很多

小型科技型企业，这些合作能够大幅加快应用场景和系统的开发

与迭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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