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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9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创新文化论坛以“格物穷理，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为主题，

邀请匈牙利、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各领域专家，就什么是创新文化、如何培育创新文化和谁来培

育创新文化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期专报对创新文化论坛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五

格物穷理 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

文化与科技琴瑟和鸣，相辅相成。优质的文化环境是一国科

技创新的沃土，科技不断地突破创新也在持续丰富和重塑社会文

化。如何在理解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现并培育驱动科技创

新的文化，已成为全球各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会嘉宾一致认

为，文化是科技创新的“拱顶石”，文化多样性和学科交叉性已

成为创新文化的时代特征，需要持续讲好科技创新故事，加强新

时代科学普及，营造开放、包容、耐心且善于倾听的创新氛围，

促进文化与科技双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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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合现状：创新文化引领科技发展的共识性话

语体系逐步形成

一方面，创新文化引领科技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清华大学

教授李正风指出，科学研究已逐步融入企业创新系统、社会创新

网络和国家创新体系中，科学文化与创新文化的交织融合，共同

塑造了新时代的科技文化形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汤姆·斯

塔福德提到，科研的透明度、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都是当今科技

文化的核心议题，科技文化的进步不仅依赖于技术的创新，还要

通过公平的制度保障和更加开放的科研组织来推动。上海交通大

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剑表示，城市的创新文化是塑造城市

科创 IP的重要力量，以开放思想和协同创新为核心的上海创新

文化推动了城市创新精神发展。

另一方面，科技为全球创新文化互通发展深度赋能。中国科

技馆馆长郭哲提出，秉持共生共荣理念，最大限度实现人类福祉，

通过探寻中华文脉，探索东西方科学文化之道，搭建跨国家地区

的科技交流桥梁，破解古今中西科学文化差异，将为促进全球科

学繁荣、开创科技新文明提供不竭动力。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

协会秘书长保罗·博若思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优势，汇集了全球各地的不同观点和专业知识，既具有全球相关

性，又能解决当地实际问题。匈牙利塞格德大学技术转让公司业

务开发部部长布尔丘·格德里认为，技术与文化不应对立，应该

实现无缝融合，共同推动有意义且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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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趋势：未来产业强烈呼唤创新文化

一是“脚踏实地”的科技产业需要“仰望星空”的创新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田杰棠指出，未来产业的三

大稀缺要素分别是：具有前瞻性、持续性的“非共识”研究投入，

贯通科学发现到产业创新的潜心研究人才，以及具有前瞻战略眼

光的投资人。顶尖综合性大学不应只关注短期的“卡脖子”问题，

更需立足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重视“捅破天”需求，积极培育

能够适应未来产业的创新文化。保罗·博若思认为，创新不仅是

科技进步的推动力，更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创新文化成为

企业和社会应对全球环境和社会挑战的核心策略。

二是包容开放文化氛围催生创新火花。硅谷知名投资人、

Founders Space创始人史蒂文·霍夫曼指出，企业营造创新文化

的关键在于为人才提供自由表达和试错的空间，创新团队过于庞

大容易滋生官僚作风，扼杀创新。心理安全感是创新的基础，只

有在充满信任和支持的环境中，建立彼此信任的文化氛围，创新

者才能大胆提出创想。布尔丘·格德里强调，最具变革性的创新

往往源自跨学科和多元视角的交汇，鼓励团队在开放、包容的环

境中自由探索，有助于打破常规思维，对于现代企业应对复杂挑

战至关重要。企业领导层应营造信任与尊重的环境，支持团队敢

于承担创造性风险，突破固有界限。

三是跨学科深度融合激发创新性变革。史蒂文·霍夫曼指出，

当前创新的关键点往往不在于发明新事物，而是发现已有资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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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新链接，不同学科的交汇点往往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当不

同背景的人才汇聚在一起时，思维碰撞能够激发新想法，有助于

企业和团队持续创新变革。布尔丘·格德里认为，有意识地引入

跨学科“战略+”理念，有助于打破技术孤岛，推动各领域专家

从多角度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农行上海分行投资银行部副

总经理刘超指出，科技创新为金融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推动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金融与科技的耦合共生，证实了

创新文化在跨学科、跨行业合作中的关键作用。

三、融合路径：开辟文化软实力赋能硬科技新局面

一是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培育创新文化根基。中国科技日报

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张碧涌指出，创新文

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科学普及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形成广

泛的社会基础。郭哲提到，现阶段我国的科普工作主要侧重在青

少年，而农民、产业工人等人群的科普工作则做得不充分，需进

一步系统谋划。

二是传播创新典范，彰显中华文化底蕴。张碧涌指出，创新

文化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具体的事务和鲜活的案例展现，读者不

仅能看到科技工作者的思辨与创新、专注与勤奋，还能感受到新

时代创新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创新过程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其深厚底蕴。田杰棠表示，中华文化的创新传统源远流

长，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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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倡导科技向善，开展负责任创新。郭哲指出，科技发展

不应只依赖“大力出奇迹”，而应树立有信仰、有敬畏的科研精

神，推动科技向善。科技工作者必须树立负责任的创新理念，承

担相应社会责任，避免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汤姆·斯塔福德认

为，英国科研文化面临透明度不足和评价标准不当等问题，需要

强化开放式研究、调整国家评估机制以及制定负责任的科研标准

等。同时，科研机构也应该鼓励多元化，确保科研不只服务于经

济利益，更要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整 理：田春芝、林义捷

编辑：殷梦宇 责任编辑：王 冰

电话：021-53300806 传真：021-64381056 E-mail: wangbing@siss.sh.cn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1634号 3号楼 102室 邮编：200031


	文化与科技琴瑟和鸣，相辅相成。优质的文化环境是一国科技创新的沃土，科技不断地突破创新也在持续丰富和重
	一、融合现状：创新文化引领科技发展的共识性话语体系逐步形成
	二、融合趋势：未来产业强烈呼唤创新文化
	三、融合路径：开辟文化软实力赋能硬科技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