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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

打造面向未来的全球枢纽
全球顶尖科技与商业领袖看好上海发展

上海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全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关注。 短短几天内，随着上海市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上海·滴水湖）、浦江创新论坛等先后

在沪拉开帷幕，数十位全球商业领袖、科学

大师汇聚于上海，着眼于一些事关全球发展

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贡献独到的思考。

放眼世界，这样高密度、高水平、多元荟

萃的对话平台似乎很难再被复制，这也充分

表明了全世界对于中国、对于上海未来的信

心与期待。

在持续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进程中，上

海以其开放、包容同时创新、进取的特质，积

极发展自身，并贡献全球。 正如安永董事长

马克·温伯格所言，上海的发展是一段令人

惊叹的变革与转型，未来它可以更多地向外

辐射影响力，把自己打造成投资、创新与实

践圆梦的最佳所在。

扮演关键角色的世界级城市

罗杰·科恩伯格 ，2006 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 他相

信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是解决世界上许多

难题的唯一出路 。 为此 ，他在全世界寻找

机会 ，希望促成以诺贝尔奖得主为代表的

顶尖科学家的聚会 ，为人类探寻一个更光

明的未来。

这是本次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缘

起。 对于主办地，科恩伯格高度评价，他说

中国政府对科学和科学家非常重视， 愿意

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而上海

则是朝气蓬勃， 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合作方

面极具竞争力。

不同于滴水湖畔这座新生的舞台，上海

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已走过了 30

年。 首任主席、93 岁的史带集团董事长莫里

斯·格林伯格说，如果有人在 30 年前告诉他

上海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他一定不会相

信。 而身为今年的会议主席， 马克·温伯格

说，上海已经是一座世界级城市，未来还可

以释放更大潜能。

不论如何，要准确定位上海，历史学家

一定比企业家更冷静、更客观。“作为一个国

际性特大城市，上海正在扮演关键角色。”这

句话来自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他更著名的身份是两本畅销书 《人类简史》

与《未来简史》的作者。他在出席市长咨询会

议时表示， 应对生态崩溃和技术颠覆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几大主要挑战，上海一定能

在其中扮演领导性角色。

海纳百川不惧先行先试

“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这是上海城

市精神的精髓。的确，开放的姿态，使得上海

能凝聚起最多的资源，而创新进取则为上海

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正如赫拉利所言，

城市是当下全球文明的枢纽，来自四面八方

的人们在城市中贡献着智慧和技术，同时他

们更理解成功取决于合作的道理。 由此，赫

拉利断言：“上海之所以能扮演领导性角色，

一是靠创新，二是靠合作。 ”

此次来沪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朗克·维尔

切克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位嘉宾。他目

前是李政道研究所所长，每年他都为张江科

学城的发展投入大量心血：“上海是我的第

二故乡。 ”

哪怕只观察本次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与会者，把上海当作科研生涯重要一站的诺

奖得主已经越来越多。 2001 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所领衔“点击化学”研究，每年在沪工作近

两个月；2002 年化学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

希现任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还拿到了绿

卡成为“新上海人”。

主动拥抱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为他们的

成功培育土壤； 主动吸取世界的智慧经验，

将它们融入上海的发展实践———开放与创

新，使得上海有机会把握当下那些最重要的

机遇。

马克·温伯格说，从浦东开发开放，到中

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再到今年的扩大开放

“100 条”，上海始终愿意拥抱新事物 ，不惧

于先行先试， 这是这座城市进步的主要原

因。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

丽·博拉说，创新中心需要监管“留白”，而上

海则以独特的政策环境，为创新拓展出最大

空间。

全球合作者与规则制定者

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合作，更积极地介入

规则制定，更充分地释放软实力———由全球

科技与商业领袖共同掀起的这一轮脑力激

荡，在为上海下一步发展支招、解惑的同时，

也充分展示出我们这座城市所面临的无限

空间。

贝恩公司董事会主席奥丽特·加迪耶什

说，全球贸易规则自诞生以来已有数百年没

有太大变化，而今，上海完全有机会借助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之机，通过连接

各个利益相关方，展示各种新技术，与国际

社会携手共商共建共享新的全球贸易标准。

在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看来，科创

中心的一大使命应该是全面评估创新对产

业 、对社会 、对人民的影响 ，并确立新的发

展原则 ：“上海不仅要成为创新的中心 ，更

可以成为智库中心、政策中心、发展原则的

中心。 ”

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说，“一带一路”建

设要求沿线城市加强联系， 从而促进信息、

经验和实践的交流，上海非常适合牵头打造

这样的“丝绸之路城市网络”。

蒂森克虏伯首席执行官吉多·克尔克霍

夫说，上海经济非常有活力，高端高附加值

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在制造业数字化缺乏规

则和机制设计的情况下，上海完全可以在这

方面加速研究，进而成为工业数据的枢纽和

协调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努力拥抱世

界，倾听最智慧的声音，而幸运的是，世界也

对上海报之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与信心。在浦

江创新论坛上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世界

650 多位一线科学家中的多数认为，上海已

经是全球科学家最向往的中国城市，而且在

未来十年，上海将跻身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的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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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湖畔， 全球 “最强大

脑 ”论道 “科技 ，为了人类共同

命运”；黄浦江边，科技界、金融

界、学术界、产业界精英共谋创

新之道，共商创新之策……

这几天，科技创新、科学精

神正成为上海这座全球城市的

热频词汇。

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历史

表明，得科学之进步者，必得发

展之先机； 引创新之源泉者，必

引昌盛之潮流。 特别是 20 世纪

以来，科学革命发生的频率不断

加速， 而科学上的重大进展总

是带来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生

产方式上的颠覆变革和人类生

活方式上的重大改变。 并且，从

科学进步到技术突破的速度越

来越快， 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影响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深

远。 在此背景下，重视科学，重

视创新， 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

国的共识和努力发展方向 ，弘

扬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主流

价值追求。

世界科学中心的不断涌现

和转移， 国际创新中心兴衰与

更替， 新兴产业方向的持续涌

现，无不说明，科学精神是科学

技术的灵魂，科学与创新，是卓

越城市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

今天，文化作为软实力，正越来

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 ，成

为一座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培育和

弘扬科学精神， 正是提高城市

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是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的现实选择。

科学求真，创新求变。引领

创新， 培育崇尚科学的城市精

神， 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和条件。 比如，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文化重镇，

上海科教资源优势明显，市民科学素养高。 上海的高

等院校 、科研院所密集 ，并具有较高程度的国际化 。

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 ： 上海市以

21.88%的比例名列全国第一。 根据上海 “十三五”科

普规划 ，到 2020 年 ，上海市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要

攀升至 25%。 正如诺奖得主、法国物理学家阿罗什所

言， 科学的诞生离不开宽松的环境 、 代代传承的团

队，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 科学精神不是科学家的

专利，市民科学素质的提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成

为共识 ，创新创业的生态不断优化 ，等等 ，都体现着

我们这座城市的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上海滴水湖此

次聚集 26 位诺奖得主和 8 位沃尔夫奖 、 拉斯克奖 、

图灵奖、 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奖项得主在内的 37 位世

界顶尖科学家，以及 17 位中国两院院士、18 位中外杰

出青年科学家，也从科学人才视角彰显了“高端节点”

城市集聚全球高端要素， 配置全球战略性资源的城市

能级。

让科学精神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标志，让创

新浪潮在上海澎湃激荡。 这是此次论坛传递的声音。

我们相信，当科学精神之树“望之蔚然而深秀 ”，上海

将真正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

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

科学是各国之间“终极的外交官”
———访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

无论是出于个人学术兴趣、从政经历，

还是社会责任，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 曾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对于气

候变化一直给予极大关注。此次来沪出席全

球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朱棣文在接受媒体专

访时说，未来 50年，全球气温增幅不能超过

1℃，为此需要改进能源结构。 他透露，自己

正在进行新一代电池技术研究，希望能在五

到十年内，解决电动汽车的充电难题。

面对记者关于页岩油（气）发展前景的

提问， 朱棣文在回答时对问题主干一笔带

过，转而谈起了气候变化。 他说，世界各国

正考虑对页岩油（气）进行勘探，然而页岩

油（气）仍然是化石能源，考虑到气候变化

的长远目标， 也就是将全球气温增幅在未

来 50 年内控制在 1℃之内， 就必须显著改

变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页岩油（气）

以及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耗，引入更多

可再生能源。

朱棣文说，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风

险是深远的。 很多人或许觉得，那是 50 年

甚至 100 年后的事，与我何干？但朱棣文对

此深深忧虑：“虽然 20 年后我可能也不在

了， 但我确实担忧 100 年后会发生很严重

的问题。 ”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朱棣文曾提议在

全球推进一些不需要太复杂工艺， 但影响

深远的系统性变革。比如，他设想推动一个

全球性的“糖经济体系”，使得热带作物种

植区能像如今的产油大国那样， 成为全球

的能源基地；他曾建议将全球的屋顶刷白，

从而更有效地反射阳光的能量，降低气温。

这次在上海 ，朱棣文又提出 ，为应对

全球变暖导致的水资源匮乏，各国应考虑

将雪山融化的水资源存储起来，留在夏天

使用，而不是任其白白流走：“我们有许多

工作可以去做，我们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

调整。 ”

为了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发展电动

汽车是一个出路。朱棣文透露，他正在着手

研究新一代电池的关键技术， 最终目标是

让电动汽车能经过五六分钟的充电， 增加

100 到 150 英里 （大约相当于 160 到 240

公里）的续航里程。目前的电动汽车吸引力

不足， 主要瓶颈是充电———一般纯电动车

需要 4 到 6 小时才能将电池充满； 特斯拉

虽然能在 20 分钟充满一半电量，但快充模

式只能偶尔为之，否则会影响电池寿命。

朱棣文说， 他并不清楚电池的技术突

破何时会到来， 但他希望这个时段能控制

在五到十年内。当然，氢燃料汽车也有其优

势。无论如何，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态势如火

如荼， 未来将在加气和充电这两种技术路

线之中进行选择。

谈到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

位，朱棣文说，中国政府目前非常关注环境

问题，包括治理空气污染，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他同时指出，中美双方如果能就此携手

展开合作，全世界将从中受益。

在朱棣文看来， 整个科学界目前显而

易见的趋势就是加强合作， 虽然竞争不可

避免。很多科学家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希望

能第一个宣布取得成果，但合作仍是主流。

他认为，科学是各国之间的“终极外交官”，

希望科学领域的国际化精神能在未来数百

年不断推进。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我们女性科学家能够顶半边天”
———访第四位女性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

年近 80 岁的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

特， 是诺贝尔化学奖历史上第四位女性得

主，也是自 1964 年至 2017 年间，唯一一位

获此殊荣的女性。 她在昨天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上的讲座最后， 展示出了一张以核

糖体为卷发的漫画肖像， 令全场气氛顿时

活泼起来。

核糖体是约纳特浸淫多年的科学领

域， 她的大部分科研生涯专注于解开核糖

体结构———细胞的“蛋白质工厂”之谜，也

就是如何根据基因密码合成蛋白质。 这些

成果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研发抗生素， 帮助

减轻病痛等。

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前， 约纳特在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 20 年。即使获得诺

奖之后，约纳特也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继

续对核糖体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昨

天的论坛上， 约纳特讲述了自己在抗生素

耐药性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是现代医学的

一个关键问题。 “细菌很聪明，求生欲望非

常强烈。 ”她说，人们开发出新抗生素的可

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而细菌的耐药性增长

速度却越来越快， 这需要科学家通过基础

研究去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约纳特的实验室在分析核糖体结构

时，发现了很多超出预期的结构化区域，尽

管这些区域在总体中的占比不足 10%，但

其中有些结构可以用作新的抗生素开发。

“核糖体一秒钟形成 40 个肽键，还很

少犯错， 而我在实验室需要 6 小时才能合

成一个肽键。 ”约纳特说，活细胞中有大量

核糖体在行使功能， 哺乳动物细胞包含有

数百万的核糖体， 即使细菌也有超过十万

个，“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既杀死病原菌，又

不伤害我们体内益生菌的新型抗生素。 ”

约纳特 1939 年生于耶路撒冷。她早年

丧父，童年生活困苦，家中“甚至买不起适

合孩子看的书”。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从中

学开始，约纳特就打工以补贴家用。她也在

论坛上分享清苦的学习时代：本科期间，因

为要勤工俭学， 所以在实验室必须快速做

好实验。

女性特有的感性， 为这位有着以色列

“居里夫人”之称的女科学家带来体察科研

的不同视角： 核糖体是她科研生涯中最重

要的一个结构，看起来如同“非常甜美”的

蛋糕。

作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约纳特的实验

室中， 有很多女研究员和女学生。 提到这

些， 她自豪地说：“过去女性受教育机会比

较少，现在很多女性都非常出色、有潜力。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女性科学家，能够顶半

边天！ ”

同时， 她对生活的热爱丝毫不逊色于

科研。在她心目中，诺贝尔奖还不是最重要

的奖项， 每年跟外孙女一起过生日才是她

最期待、最重要的“奖项”。

此外，获得诺奖之后，约纳特还曾多次

访问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福

州、大连等城市。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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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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