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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科学家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

计划》一书中提出，创造力是一种“搜索”。

而创新就是在人类未知领域中的深入搜

索，找到看似与最终目的不相关的“踏脚

石”，进而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近。

着力为前沿科技、未来产业提供最佳

的环境和生态，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

地区努力追求的目标，关键是如何发力

才最有效？答案或许就在“多制造些踏

脚石”。

比如，为潜心科研、甘坐冷板凳的科

学家提供充足的经费和一张安静的书

桌，对早期科创幼苗呵护有加，给予足够

的耐心与陪伴，这其实是一种基于信任

的放手。而搭建平台、开放场景、链接资

源、减负松绑、宽容失败都是孵化创新的

“踏脚石”。

有专家把“钢铁侠”马斯克的创新称为

“愿景式创新”。即从“我要做成一件什么

事”的愿景出发，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科研

架构、配置产业资源，不断试错。在接近目

标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动一系

列前沿科技的发展，“莫名其妙”就能把许

多产业提纲挈领地带动起来。这其中的

“莫名其妙”也许也在于“踏脚石”。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

新需要政府发力，也要拿捏有度，避免用力

过猛，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过度干扰。“踏

脚石”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尊重科学规律。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有其自身演进的内在

规律，市场机制说到底也是一种经济运行

的内在规律。只有研究规律、读懂规律，才

能按规律解题，做好政策“加减法”，更好统

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有着不同

以往的特征和发展范式。当创新时常在意

料之外，政府何为？伴随社会化多元创新

力量的崛起，这道关于科技治理“范式创

新”的考题不仅考验智慧，更考验气度。

记者手记

范式创新的方法论

▲上海在张江、临港、大零号湾设立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图为

张江人工智能岛。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低空经济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图

为御风未来发布的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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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

让一群热衷于药物发现的“算法极客”汇

聚上海。本月，86支团队递交的1023个

由AI筛选出的化合物分子，正在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所的实验室里接受活性验

证。它们中有望诞生原创新靶点候选药

物，被行业高度认可的AI药物发现平台

或将脱颖而出。

为何要发起这项创新赛事？上海市生

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积宗表示，办

赛的目的是选人，很多时候“高手在民

间”。为了发现和聚拢高手，主办方开设

了一条“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获奖者将

直接纳入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计

算生物学专项，得到后续支持。在“政策

彩蛋”的加持下，初次试水的大赛人气超

预期：从330多个报名团队中脱颖而出的

86支晋级团队，70%来自上海以外，企业

及个人占比30%。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计算生物学站在

学术与产业的交叉点，正在颠覆生物医药

研发的底层逻辑，孕育并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放眼全球，兼具“硅谷+药谷”产

业优势的上海，在这一新赛道上潜力无

限。以赛选人、以赛选项机制的背后，正

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默契配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

式。当科研范式转换、产业范式变革势不

可挡，政府的“有形之手”与主导资源配置

的“无形之手”如何更加协同，无疑是一道

新考题。为顺应时代之变、创新之变，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场科技治理的“范

式创新”就在眼前。

识变
当产业需求驱动创新，

如何源头牵引

得益于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的相互赋能，计算生物学正进

入加速发展期。去年5月，市科委发布《上

海 市 计 算 生 物 学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年）》，围绕算法开发、模型构

建、AI药物设计等方向作出前瞻布局。“设

立该领域的上海大赛”正是《行动计划》提

出的衔接创新链与产业链、联动各方资源、

加强要素集聚的一大举措。

作为一个应用潜力极强的学科领域，

计算生物学在学术与产业界几乎同时热起

来，其发展之快消弭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

“时差”与“温差”，而上海的优势得天独

厚。以AI制药为例，目前上海企业推进的

AI制药项目占全国比重超过50%。业界

普遍预计，AI制药价值的充分释放，关键

在未来3到5年。

如何抓住关键这几年？在产业爆发前

夜，需要有组织地推进前沿导向的底层技

术开发、战略导向的工具迭代优化、应用导

向的平台体系建设，实现技术方法、算法模

型、数据基础设施等的自主可控，需要有为

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力同行。

不止计算生物学。近一年，立足自身

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上海围绕基因治疗、

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元宇宙、区块链等新

赛道连续出台一系列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

方案，谋划市级重大专项，抢抓战略机遇，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聚焦细分领

域全链条创新的政策举措，不仅靶向性更

强，而且十分强调研发、技术、产品、场景、

生态的系统推进。其背后的趋势是，越来

越多的创新正由产业需求推动。

“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现实生产

力，过去创新链条是接力棒式的，现在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更多是一种并行关系。”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

认为，当创新的牵引主体更多由产业界扮

演，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才能

最大限度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实际上，新赛道与未来产业很多都刚

刚脱胎于实验室技术。此前，它们可能需

要很长时间来发育、成熟，而今在新范式的

支持下，新技术被推上转化应用的“高速公

路”。顺应这一范式变革，上海在新一轮市

级重点实验室规划布局中，坚持价值导向，

强化全过程创新，注重产业赋能。

依托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所建设的上海市超导集成电路技术重点

实验室，是去年上海立项新建的15家市级

重点实验室之一。作为国产量子计算原型

机“九章”的幕后功臣，实验室不仅打破了

国外技术封锁，还有着不同寻常的产品思

维，孵化出了曼迪医疗、新联超导、赋同量

子3家科技公司，推动超导电子技术的商

业化应用，为后摩尔时代集成电路的大规

模产业化探路。

应变
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如何

寻找确定

前沿科技正在重塑产业体系并催生“核

爆点”。加强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布局，保持

战略敏捷性，在细分领域持续深耕，才能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接续力量。

然而，全球“同步起跑”的未来产业，其规

律极难捕捉，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上海唯二

的选择是人才和土壤。作为全国率先布局未

来产业的城市，上海在张江、临港、大零号湾

设立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同时启动面向全

球的未来产业之星大赛，由此抢挖顶尖人才

和硬核项目，而这正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的同向同行。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

丁国杰表示，未来产业来势之快超乎想象，

但始终存在“雾里看花”的挑战。因此，上海

对未来产业的支持方式也有别于“今天产

业”：一方面强化前沿技术的创新部署，挖掘

一批代表未来潜力的“种子企业”；另一方

面，积极探索企业+项目、场景+平台、载体+

孵化、人才+资本等多种培育路径，为跑赢未

来营造生态。

为了网罗到真正的药物筛选AI算法高

手，上海计算生物学大赛对参赛者的身份不

设门槛，不限年龄、国籍，不属于任何机构的

个人也能组队参赛。在想法不设限的创新赛

制下，晋级初赛的1023个候选药物分子中，

有20个由参赛团队自行设计合成的全新分

子，甚至有团队提交了算法源代码。

以赛选人的背后，凸显了人才在创新生

产要素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尤其当创新驶入

“无人区”，产业发展从“跟跑”走向“并跑”，无

论是有为政府还是有效市场都越来越意识到

“找到对的人”之于未来的非凡意义。

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领域，往往越

是天马行空的项目越不被看好，而许多重大

发现和突破恰恰来自这样的非共识项目。

如何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让原创的种子自

然萌发？

上海给出的答案是：寻找对的人，聚焦好

奇心，下放自主权。上海在全国首创基础研

究先行区建设，围绕立项机制、支持方式、管

理模式、成果评价等环节，提出了一系列更加

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举措。“先行区”坚持选

人而非选项目，以长期稳定支持和长周期评

价等方式支持探路者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

高价值基础研究，让科学家找到敢闯的底气

和动力。

求变
引导创新要素流动，如何

激发活力

上海科技大学副教授叶朝锋有两次不

同的创业经历。第一次，由于他的电磁传

感器技术过于前沿，市场上没有准确的国

外对标产品，投资方觉得很难估值，创业

计划不得不中止。第二次，通过“拨投

结合”机制，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

院以科研项目投入的方式与科研团队共

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渺知科技”，待

公司产品获得市场认可、进入社会化融

资阶段，长三院再将前期研发资金转化

为股权。

这一次，他的创业之路走通了。去年

底，渺知科技斩获大飞机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与中国商飞、中广核、国家电网

等签约。

叶朝锋坦言，让他再次下决心创业

的是“拨投结合”的容错机制：如果项

目完成既定研发任务，但未如期获得市

场投资，项目结题验收，宽容失败。这

种针对早期科创项目的投资机制创新，

既解决了创业团队的资金难题，又让创

业者敢于冒险一搏。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更好统筹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为的是让各类先进优质生

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从这

几年冒出的新词、热词中，可以看到上海在

创新要素配置上的一系列积极作为：

比如“超前孵化”。去年7月发布的《上

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培育实施方案》提出，引

导高质量孵化器与高水平科技智库合作，发

现一批细分赛道未来发展新趋势，实现“超

前发现”“超前布局”；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跟

踪对接，从“选育项目”向“创造项目”转变，

提升孵化策源功能。

比如“揭榜挂帅”。两年多来，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通过联合攻关计划发布48项跨省

揭榜任务，参与揭榜的单位超过380家，企

业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这条“企业出题、

政府选题、联合答题”的新路径，既激发了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又确保政府资金用到“真

需求”上。

比如“探索者计划”。3年前，市科委与

联影集团联合设立“探索者计划”，开启政

府引导、企业出题、共同出资投入基础研究

的全新探索。如今，这一基础研究多元投

入机制正吸引越来越多重点行业领军企业

加入。

事实上，热度一路走高的各类创新创业

大赛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被看见”的舞

台，而是各种要素的系统赋能。除了有机会

获得政府立项，上海计算生物学大赛还提供

培训辅导、成果转化与孵化、投融资对接等

服务，甚至在大赛的组织机制中有意让潜在

用户参与进来。

中国科协决策咨询首席专家姚强说，

培育创新只要记住一句话：“环境、环境，还

是环境。”营造好的创新环境，如何协同政

策和市场则是最关键的问题。他认为，政

府可以推出政策支持创新、吸引人才、引导

资本，但内在逻辑还得依靠市场，激发全社

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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