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临港新片区最具“创新浓度”的

国际创新协同区，一只“白鹭”正面朝

滴水湖，展开日益丰满的羽翼。这只

蓄势翩飞的“白鹭”，便是最近建成并

投入使用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

会场（临港中心）。以此为标志，集聚

全球顶尖科学资源的科学社区正从蓝

图变为现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

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

新生态。五年来，顶科论坛作为上海

助推科创中心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性

安排，为这座城市带来丰沛的创新源

泉，顶科论坛永久会址所在的临港新

片区，也日益成为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的强磁场。

以“五个重要”为指引，国际创新

协同区瞄准“世界级的新时代重大前

沿科学策源地”，以技术创新策源引领

高端产业发展为战略使命，聚焦重大

科学问题和前瞻性基础研究，推进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

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等前沿产业国际

协同创新。在这片占地6.9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科创总部湾、顶尖科学家社

区和科技城3个功能片区正加速建

设，预计到2024年底全面建成。

预计到“十四五”期末，国际创新

协同区将引进建设国内外一流科研机

构、科学家工作站30家以上，集聚各

类人才3万到5万人，新增企业和研发

机构1000家，打造技术创新策源地、

科创企业集聚地、全球人才汇聚地和

未来城市示范地。

全国首个“科学家社
区”城市单元亮相，打造人
才安家立业最优环境

赶在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开幕前，顶科论坛永久会场启用。作

为全国首个“科学家社区”城市单元，

顶科永久会址集合了会议会展、数字

图书馆、剧场、配套酒店等功能设施，

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前瞻性基础研

究，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的科创中心，

为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注入策源动力。

科学社区的另外一项核心内容、

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国际联

合实验室也正在抓紧建设，计划将在

2023年下半年竣工投用。到2025年

前，顶科社区内还将有多个高水平实

验室以及面向产业的科技创新功能型

平台投入使用，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

入驻，招募全球青年科研人才。

顶科社区中的莫比乌斯公园进入

园林施工阶段，将在年内开园。社

区还规划建设9所学校、2个社区服

务中心、1个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公租

房、潮流商业等等高品质的城市生

活配套，以满足高层次人才品质生

活需求。

“临港新片区正高起点建设国际

创新协同区，实施人员自由进出的便

利制度，加快构建全球科技人才网

络。国际创新协同区将充分承接顶科

论坛不断扩大的溢出效应，充分展示

创新涌动、活力迸发、开放包容、低碳

韧性的创新策源核心区、智慧城市示

范区和上海的新城示范样板区。”临港

新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专职副主

任吴杰表示。

创区策源功能支撑，
打造智慧低碳韧性之城

在创晶科技中心园区，无人驾驶

小巴、智慧停车、智慧物业等数字化

应用场景已崭露头角；国内首个涵盖

“水电油气氢”的政府性综合能源管

控平台也已投用，推进能源清洁低碳

转型，它既支持新片区“一网统管”

建设，也帮助各个园区主体改进能源

使用效率……无人驾驶、城市运行管

理，这些宛如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

临港新片区已逐渐照进现实。循着临

港新片区发布的《数字化发展“十四

五”规划》《滴水湖AI创新港应用场

景示范》《临港新片区着力建设“智

慧、低碳、韧性”城市行动方案》等

文件，“未来城市”呼之欲出。

当下，临港新片区正一手抓前沿

产业发展，一手抓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一方面聚焦前沿产业和短板环节，夯

实产业发展根基，构建更完善的产业

生态；另一方面强化基础创新，做强应

用创新。

上个月，国际创新协同区的创新

魔坊又迎来新一批科创企业入驻，北

大国际创新中心、成电福智、华大九

天、跨境数科等16家企业加入临港创

新“朋友圈”。其中，跨境数科正在临

港新片区开展数据流通创新试点、培

育数据产业生态。

众所周知，数据跨境流动能有效

提升经济和贸易效率、促进数字贸易

繁荣发展。临港新片区作为上海建设

“国际数据港”的先导区，已实现首家

企业通过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试

点，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推

动国家（上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投

入试点运营。不久前，跨境数科会同

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共建十余个创

新实验室，包括跨境数字信任、数据流

通安全合规治理、国际数据与算力服

务、国际金融数据服务、元宇宙技术创

新等等。未来，跨境数科将围绕引育

高水平数据服务商、汇聚高质量数据

要素资源、构筑高价值数字化产业生

态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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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家实验室、顶尖科学家

社区以及各类功能型平台的引入，国

际创新协同区正不断提升“科创浓

度”，畅通高新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市场的路径，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开

放协同。

上海临港电力电子研究院，是临

港新片区首批认定的6家科技型创新

型平台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家民营

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型平台。研究

院院长、臻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

始人沈捷博士在海外留学工作了十多

年，2017年扎根临港创业，在2019年

与临港集团共同成立研究院，专注电

力电子产业科创孵化开展技术攻关和

成果转化。沈捷介绍，紧扣关键共性

技术研发和转化，平台完成了超大功

率舰船用特种电源等国之重器特种高

端装备建设，助力新片区重点产业加

速国产替代和技术迭代，促进包括海

洋海工、新能源高端装备、半导体及汽

车电子等产业发展，为中船重工、舍弗

勒、宝马等国内外知名客户提供服务。

如今，临港电力电子研究院团队

有 70名员工，较创立之初翻了一

倍。聚焦汽车电子产业链，平台孵化

出伊世智能、轾驱科技、珅斯电子等

3家科创企业，与知名高校建立4个

产学研实习基地，并与日本罗姆半导

体共同成立“碳化硅技术联合实验

室”。“作为临港首批科创平台，我们

鼓励员工扎根临港，通过成果转化、

科创企业孵化等多种渠道为临港的招

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贡献。”沈捷说。

与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电科大、

中科院、中物院、信通院等紧密合作，

国际创新协同区累计认定培育和支持

14家平台，科技创新功能型平台支撑

作用正持续提升。

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上海交通

大学、临港集团等联合成立的上海市

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主

攻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是上海首

批功能型平台之一。目前，该平台在

临港新片区已建成2万平方米的研发

场所和8.2万平方米的产业化厂房，研

发团队及转化项目公司规模近1000

人。“围绕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提炼企

业个性化需求形成共性技术研发，我

们相当于从科技成果实验室走向市场

的中试环节，最终为企业提供系统性

解决方案。”平台副总经理赵勇表示，

平台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机制，加

速产品链、技术链、产业链融合创新，

先后培育、转化、引进落地科技企业23

家，其中高新企业8家。作为“五朵金

花”之一的上海治臻，目前是国内最大

的金属双极板供应商，上海氢晨在燃

料电池领域突破核心技术创新，逐渐

成为行业标杆企业。

新近签约落地的中国石油上海新

材料研究院，将聚焦医用高分子、电子

信息、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等国

家战略新兴行业新材料方向，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与材料基因工程等前沿技

术研究，加快建成新材料创新高地、新

技术研发中心、成果转化中心、人才集

聚中心、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为

临港新片区新材料业务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开放协同
形成良好科创产业生态

无人驾驶距离我们还有多远？今

年11月7日，在第五届进博会、第二届

智能交通上海论坛现场，友道智途获得

全球首张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牌照，

“真”无人时代即将到来。

“经过三年的准商业化运营，友道

智途洋山港智能重卡示范运营打通从

智能汽车、车队管理、物流调度到港口

作业的全业务链流程。”友道智途CEO

王瑞介绍，依靠临港新片区的政策优

势，“5G+L4智能重卡”已累计完成400

万公里全业务链自动驾驶测试里程，累

计运输超过14万标准箱。5车编队跟

驰的自动驾驶运输作业，将提升东海大

桥至少40%的通行效率，未来将承载东

海大桥百万箱级的运输体量。

在临港新片区扎根生长，也以自身

技术优势反哺新片区，友道智途的故事

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华大九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欣志说，临港新

片区构建了完全的前沿产业创新体系，

集成电路头部企业、上下游资源形成集

聚效应，同时还有完善的金融、人才落

户等全方位的政策支持，“2年多来，我

们的研发团队从30人发展壮大到百余

人，不少同事主动选择来到临港，还在

这里安了家。”

今年8月，临港新片区启动“滴水

湖AI创新港”，并发布《临港新片区大

力培育人工智能产业行动方案（2022-

2025）》，预计2025年，集聚AI人才2-3

万人，汇集自动驾驶、智能终端、智能芯

片、软件信息、数据服务等人工智能企

业500家，相关产业规模达500亿元，形

成制度创新显著、资源要素集聚、应用

场景开放、产业链条完备的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高地。

根据规划，临港新片区将在主城区

最核心的滴水湖一环带和国际创新协

同区拿出300万方空间载体用来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临港将以国际创新协

同区为样板，建设智慧、低碳、韧性的现

代化新城，充分融合人工智能、数字孪

生等技术，开创城市数字化发展新范

式，并加快向临港新片区全域拓展。”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副处级调研员

吴海涛表示。

临港数字孪生城是上海首批数字

化转型示范区之一，业内人士认为，前

瞻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指引、前沿产业供

给、人才集聚、应用场景丰富多元等赋

予“数字临港”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为“智慧城市”样板间，临港

新片区将规划面积近7平方公里的国

际创新协同区定位为打造数字城市先

行示范、人工智能场景示范、绿色建

造示范。吴海涛表示，国际创新协同

区是临港数字孪生城市的试点，将在

此建设虚拟与现实融合生长的未来之

城，其中的高水平实验室、园区建

筑、功能平台建设等从初期数字孪生

模型设计，到建设、运营，方方面面

都将纳入数字化管理。

在人工智能场景示范方面，瞄准无

人驾驶等重点领域，打造智慧园区、智

能标杆工厂。

吴海涛说：“发挥前沿产业集聚、政

策制度创新、应用场景开放的优势，创

新为产业发展赋能。具体到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产业，作为‘样板

间’的国际创新协同区有着最便利的先

天条件，使得产业发展与应用场景相互

促进、相互带动，在实践中让新技术快

速成熟、推广应用。”

“数字临港”
打造智慧城市样板间

区片区高起点建设国际创区协同区

创新成为发展根本动力
临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