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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召开 
 

5 月 24 日-26 日，2019 浦江创新论坛在上

海召开，主题为“科技创新新愿景新未来”。未来

10 至 15 年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全球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坚持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

期。论坛着眼于这一时期，邀国内外嘉宾深入探讨

未来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

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对策，描绘了全球科技创

新的新愿景、新未来。 

2019 浦江创新论坛议题 

论坛主要内容由“1+4+11”组成，即 1 场开

幕式暨全体大会，4 场特别论坛，11 场专题论坛。 

 

4 场特别论坛： 

1 科技创新青年造就者圆桌峰会 

2 国际高水平科研机构研讨会 

3 主宾国论坛 

4 “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设专题研讨会 

 

11 场专题论坛： 

1-3 3场产业论坛 

4-6 3场未来（科学）论坛 

7 区域（城市）论坛 

8 创业者论坛 

9 政策论坛 

10 文化论坛 

11 科技金融论坛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出席 2019 浦江创新论坛开幕

式并做主旨演讲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

进，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产生了深

刻广泛的影响，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呈现出了不

同的生态和业态，科技创新活动本身也更加需要科

学共同体和科研人员之间加强交流合作。中国将始

终坚持开放合作的理念，愿意与世界各国就科技发

展交流互鉴，共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增加人类社

会的知识积累、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贡献。 

中国政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的

战略目标，提升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面向未

来，中国将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能力，提高国

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突

破，注重原创导向，加强从“0”到“1”的基础

研究。用科技之力助推精准脱贫、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提供更多科

技支撑。培育更多区域创新增长极，加快推进北京、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的先导作用。优化科技人

才布局，为国外人才来华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转变

科技界学风作风，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激发“人”

的关键作用。把科研伦理建设、科技对社会的影响

纳入到新兴技术研发布局之中，发展“负责任的科

技”。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深入实施“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国际上更多的新朋故友

编织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朋友圈”。 

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 

在 2019 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科技部部

长王志刚与上海市市长应勇共同启动上海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科技部支持建设“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试验区”），希望

通过上海试验区建设，聚集高端创新资源，强化创

新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完善创新创业生态，

示范带动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为支撑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我国参与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上海经验”。  

上海试验区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着力突破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痛点

难点问题，围绕“创新策源、场景驱动、开放联动、

治理协同”的总体建设思路，以营造世界一流创新

生态为基础，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为主线，以提升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

方向，以场景驱动与治理创新融合试验为战略抓

手，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创新迭代发展，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应用示范、制度

供给和人才集聚“四个高地”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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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浦江创新论坛发布系列智库研究成果 

1、《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9》 

作者：由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十余

家机构编写。 

主要内容：《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9》显示，美国、中国、英国在人工智能发展

方面表现突出。美国人工智能论文引文影响力

（FWCI）、PCT 专利数量、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

等指标都居全球第一，整体实力领跑全球。中国人

工智能论文发文量居全球最高，企业数量、融资规

模居全球第二，但引文影响力指标（FWCI）相对

落后。英国人工智能论文发文量、总被引次数、企

业数量、融资规模等指标排名第三，在全球人工智

能领域也具相当实力。以色列虽然论文和企业数量

不多，但论文引文影响力指标（FWCI）以及产学

研合作指标突出。日、韩两国在专利申请方面也体

现了一定优势。 

该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化

落地加快推进，正在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和国民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社会服务领域应用场

景丰富，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加快落地加速迭代提

供了条件。 

2、《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 2019》 

作者：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

科技金融促进会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编撰。 

主要内容：《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

2019》以生态视角近距离观察我国科技金融生态

的发展特征与态势。 

该报告有以下主要亮点：一是国有创投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创业投资机构依然是中小微企业的

重要融资渠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有创投一直

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国有独资机构的出资占比持

续下滑，各地加快推进国有创投机构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目前 2/3 以上的省级国有创投机构已经开

始了体制改革的探索，充分发挥其在创投行业中的

特殊作用。二是税收政策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针

对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

新三板企业个人投资人、孵化器等，通过强化税收

优惠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力度。三是银行业

金融深化普惠金融服务，中央采取定向降准、加强

对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考核和设立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等方式，推动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四是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吹响了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号

角，2018 年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股交

市场等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股票融资额规

模超过 6000 亿元。上交所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聚焦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关键制度创新，将

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起点。针对创新企业

试点存托凭证（CDR），丰富融资方式。五是新兴

金融工具和技术推进金融服务的结构和质量转变。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具备了“创得出、买得来、保

得住、用得上”四大安全特征，支撑金融体系安全

运行。众筹在经历野蛮生长后实现了理性回归，部

分众筹平台正在逐步向生态化发展。绿色技术银行

正在构建集技术需求获取、成果获取、技术评估、

技术转移转化、金融服务及实效跟踪后评估等功能

于一身的运行模式。 

3、《2019“理想之城”全球创新策源城市》 

作者：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委托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开展了全球

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策源力调研。 

主要内容：《2019“理想之城”全球科技创新

策源城市分析报告》主要基于入选“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的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数据，

以主要反映科技原创力的“作者计量”（FC）分值

和主要反映科研影响力的“文献计量”（AC）分

值为指标，对 20 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2012-2017 年间的学术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关

联研究，以体现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效应和全球创

新领袖城市的变迁趋势。 

2012-2017 年间，20 座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以

占全球不到 2.5%的人口，在全球高水平科技创新

中直接提供的贡献率占全球比例 27.3%，显示了

强大的原创策源能力。20 个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主

导和参与的所有科研成果数量占全球比例由

51.8%大幅提升至 63.8%。可见，科技创新中心

城市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着日益不可或缺的

枢纽作用。 

本次调查覆盖的 20 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包含圣何塞）、北

京、东京、巴黎、洛杉矶、伦敦、上海、首尔、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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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新加坡、西雅图（包含塔科马、贝尔维尤） 

林、多伦多、悉尼、香港、莫斯科、特拉维夫、深

圳、班加罗尔。 

浦江创新论坛发展历程 

浦江创新论坛创办于 2008 年，是国家科技部

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高层次国际论坛。 

论坛旨在以创新为主题，坚持国际视野、国家

需求，着力搭建创新发展交流平台、先进理念传播

平台、学界思想争锋平台、官产学研互动平台、最

新政策发布平台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1. 主宾国、主宾省（市）机制：与世界共普

创新乐章 

2. 论坛聚焦“创新”不动摇论 

3. 论坛亮点折射大变化 

 

 

（来源：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