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一动力。许多国家着
力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以开放平台吸引
产学研共同参与，实现资
源和要素充分集聚碰撞，
形成富有活力的创新生
态系统，促进科研成果向
市场应用有效转化，让科
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动力。

从 2014 年成立，到 2018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

上市，再到 2021 年获得黑石集团旗下的生命科学基

金 2.5 亿美元的融资，英国生物科技企业 Autolus 在
短短几年间从高校实验室发展为成功进入临床阶段

的生物制药知名企业。这是伦敦科技创新企业快速

发展的一个缩影。

美国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基因创业”发布的

《2021 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显示，伦敦在科技企

业发展方面仅次于美国硅谷。伦敦目前拥有超过

2000 家金融科技企业，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创新中

心。伦敦发展促进署执行董事珍妮特·科伊尔认为，

伦敦打造了资金和知识相互促进的创新生态，在全

球范围发挥着重要影响。

以 Autolus 公司为例，其研发的新一代 T 细胞免

疫疗法用于癌症治疗，核心技术来自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癌症研究所马丁·普莱教授的研究团队。回忆

起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关键阶段，普莱表示，学校在项

目初期阶段帮助团队获得了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

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充足的资金为医药科技大规

模研发和技术加速演进提供保障，对学术成果转化

至关重要。为鼓励创新成果转化，伦敦大学学院还

建立了初创企业孵化基地，面向有可行计划的学生、

研究人员和近期毕业校友等，每名候选者可获得两

年免费的办公场地、设施和创业服务支持。此外，孵

化基地还定期举办研讨会，为初创公司提供业务、法

律和会计方面的帮助。

顶尖的学术和研究实力是伦敦科技创新发展的

基石。伦敦大学学院位于英国政府打造的伦敦知识

园区内，该园区以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为中心，在 1 英

里的辐射范围内，聚集了 80 多家研究、文化机构以

及科技企业，是英国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企业的孵

化器。园区与周边高校和研究机构数量众多的科技

人才形成集聚效应，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团队、脸书

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工程技术中心、葛兰素史克的药

物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等团队和机构纷纷进驻。2019
年，英国政府组织的科学和创新事业相关审计情况

显示，伦敦知识园区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已与伦敦金

融城相当，也成为世界知识密度最高的产业区之一。

在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之外，发达的金融投

资体系也是伦敦能够吸引全球创业和投资者的重要

原因。伦敦拥有 1370 家风险投资公司，在欧洲主要

城市中首屈一指，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

源。英国政府数据显示，2021 年英国科技企业获得

294 亿英镑（1 英镑约合 8.3 元人民币）风险投资，同

比增长 2.3 倍。其中，伦敦科技企业吸引投资近 200
亿英镑。伦敦科技周主办方公关主管埃利奥特认

为，过去 10 年间，伦敦已形成“从投资吸引科技人才

到回报激励更多投资”的良性循环。

英国伦敦

科技研发与金融投资共同驱动
本报记者 周卓斌

不久前，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在不同校区相

继举行开放日活动，通过实地参观、线下师生交流、

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为学生及其家人提供全方位了

解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机会。巴黎—萨克雷大学是

法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拥有数学、物理、农

业、临床医学等世界领先的优势学科，是巴黎—萨克

雷地区科研创新的核心力量。

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巴黎—萨克雷

大学，是法国力图将巴黎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的重要一步。长期以来，法国政府一直计划在巴黎

大区西南部建立一个大型科技创新中心，以增强法

国科技创新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2008 年 ，法 国 政 府 和 巴 黎 大 区 政 府 正 式 提 出

在 巴 黎 以 南 20 公 里 左 右 的 萨 克 雷 高 地 及 其 周 边

地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巴黎—萨克雷科技创

新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一地区通过整合

产学研力量布局，从“科学城”发展成为世界级的

科技创新集群，为法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

重要驱动力。

“巴黎—萨克雷大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

既为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智力支持，同时也吸引诸

多领域的大型企业。”巴黎—萨克雷大学负责学生培

训及就业事务的秘书克里斯泰勒·特鲁埃告诉记者。

自 2008 年起，一批坐落于巴黎市区的高等院

校，例如法国高等科技学院、巴黎高科农业学院等，

纷纷外迁至巴黎—萨克雷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地。

2014 年年末，巴黎—萨克雷大学正式建立，包括 3 所

大学、4 所大学校以及多个研究中心，提供完整多样

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等 19 个

机构都是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成员。该校还拥有

275 个与法国 7 个研究组织共享的实验室，占法国全

部科研力量的 13％。

特 鲁 埃 介 绍 ，巴 黎 — 萨 克 雷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于

2014 年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用于支持巴黎—萨

克雷大学的创新技术和项目在创新中心内的各家公

司实现共享，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创新成果。

“在 2014 年到 2024 年间，技术转移办公室拥有 6600
万欧元的资金预算，用于资助和支持该地区研究工

作的发展和技术向市场的转移。与此同时，办公室

也拥有专业团队，为研究人员和企业提供专业咨询

和指导。”特鲁埃说。

巴黎—萨克雷科技创新中心配备了丰富多样的

高水平研究基础设施，如欧洲高性能模拟和计算能

力中心、极端光学跨学科中心、高通量基因组数据处

理平台等。在此基础上，巴黎—萨克雷大学推出了

“嵌入式实验室”服务，企业可以通过这项服务查询

大学在特定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专业知识，了解该

大学项目进展，从而加强企业同学术研究机构之间

的联系，促进共同创新与合作。

得益于法国政府和巴黎大区政府的有力措施和

资金支持，以及学校同企业的良好互动，巴黎—萨克

雷科技创新中心已经蜕变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辐

射力的创新高地，巴黎大区因此汇聚了大批优秀的

科研人才，发展出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第三大聚集地。“学校、科研中心以

及企业在巴黎—萨克雷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互相补

充、循环驱动的关系，推动技术突破，促进科研成果

的转化和应用，同时与市场需要相适应，实现了科技

创新辐射整个区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特鲁

埃说。

目前，巴黎—萨克雷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建设特

快地铁 18 号线，将在连接整个巴黎大区的基础上，

进一步连接该区域与机场、火车站等。与此同时，该

区域还将建设更多的运动和休闲场所，为居民提供

更加便利、舒心的生活。巴黎—萨克雷地区将不止

于汇聚科技创新的力量，而是向着建设宜居的“未来

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发展。

法国巴黎—萨克雷地区

发挥产学研集聚效应
本报记者 刘玲玲

新加坡自然资源缺乏，长期以来重视科技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自 2014 年以来，新加坡在

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始终位于亚太经济体前列。

1991 年，新加坡推出第一个国家科技发展五年

计 划 ，总 投 入 为 20 亿 新 元（1 新 元 约 合 4.8 元 人 民

币）。该计划每 5 年更新一次，所涉及领域包括信息

技术、微电子、生物、材料、能源、网络安全等。

在科技发展计划支持下，新加坡不断完善自身

的科研生态系统，其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

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以及新加

坡科技研究局下属的多学科研究所。

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设立的卓越研究与科技企

业学园，推动本土和国外的研究人员合作从事跨学

科前沿研究，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新加坡还

支持建立了圣约翰岛国家海洋研究实验室、国立超

级计算中心等世界一流研究基础设施，吸引全球人

才共同参与科技研发。

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设立了起步科研奖和杰

出个人科研奖。两个奖项分别面向青年科技人员和

资深科研人员，获奖者均可获得最高 250 万新元的 5

年研发经费。

年轻女科学家李京镁博士 2017 年获得新加坡

起步科研奖。回新加坡之前，她已在瑞典积累了 8
年的医学研究经验，因参与运用科技成果改善乳腺

癌筛查计划而获得该奖项。“这个奖项让我有机会把

研究方法与成果带回新加坡。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

会清楚指明了国家发展方向和人民的需求，并给予

很大空间和信任，使我们研究人员有机会一起改变

本地医疗保健的未来。”李京镁谈道。

新加坡政府还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成立了技术

联盟，整合不同项目的研究成果，推动研究成果商业

化和技术转让。凭借完善的信息和数字基础设施、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高科技人才库，新加坡

吸引了诸多全球知名企业入驻。目前，世界 100 强

科技企业中有 80 家在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有 3.6
万家创业公司落户新加坡。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执行副总裁陈光辉认为，新

加坡经济基本面良好，具有开放的商业环境和明显

的区位优势，有助于吸引科技公司来此落户，为创新

增添动力。

新加坡

吸引全球人才共同参与科技研发
本报记者 刘 慧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智能技术和数字经济

加速发展，带动创新资源流动和重聚。继土地、人力、资

本、管理和技术之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形成新的

创新模式。各国纷纷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希望

在新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浪潮中占据高地，汇聚全球资源，

引领数字创新发展。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

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举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三重属性，即世

界科学研究中心、全球创新经济高地和国际创新生态标

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

从以上三个方面发力。

作为世界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够集

聚大量顶尖大学、科研机构和杰出人才，开展重大原创性

基础研究，持续拓展人类科学认知的疆域。科学向纵深

发展，要求开展超大范围的国际开放合作、开发和运用尖

端科学设施。如坐落在瑞士和法国交界的欧洲核子研究

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大型

强子对撞机，旨在探索宇宙起源、超对称性、暗物质等基

础科学前沿领域。该研究中心由 23 个成员国共同管理，

超过 1.75 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 2500 名运营人

员在此工作和交流。其产生和记录的海量数据同时开放

给全球 70 多个国家的 1.22 万名科学家使用。瑞士连续

11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一，与其高度开放性密切

相关。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兴建光源中心、深空望远镜、

深地实验室等大型科学设施，将为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

发现奠定基础。

作为全球创新经济高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够推

动科学走出象牙塔，通过高效的技术转化市场和活跃的

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例如，美国硅谷不仅拥有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也集聚了全球

风险投资和创新领先企业，包括跨国公司总部、灯塔工

厂、独角兽企业等。这些企业不仅自身技术领先、市值

高，还创造了相应的供应链和创新创业网络，推动本地新

兴技术和经济发展。总体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也

涌现出不少创新领先企业，新经济增长势头较为强劲，新

的全球创新高地正在形成。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是创新生态的标杆。创新具有

复杂的产生机制和不确定性，良好的创新生态孕育创新

思想，激发创业激情，创造无限可能。作为生态标杆的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态各异：有的科学文化底蕴深厚，如伦

敦、巴黎拥有历史悠久的大学；有的地理区位优势独特，

如旧金山、纽约、东京等是国际交流和商贸往来的枢纽；

有的文化多元，如柏林、加州等。从共性来看，国际创新

生态标杆城市都具有开放的创新网络、包容的创新文化、

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设施，能够吸引全球人才。

在这样的创新生态中，既有大型企业和研究型大学，又有

各式各样的专精特新和小微企业，激发知识、技术、人才

和资本等创新要素充分交流碰撞。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没有固有模式。当前，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正在逐渐向东亚扩展，一批新兴的科技创

新中心城市进入全球视野。面对新一轮创新范式转变和

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不仅突破了科技和经济的地理限

制，而且加速融合政府与企业、厂商与客户、产业上游与

下游、服务业与制造业等的创新边界。创新呈现出系统

涌现的新格局，亟须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治理机制。

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

彰显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也将为

东亚新兴科创中心城市树立标杆。

（作者为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汇聚全球资源创新发展
陈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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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举行的校园开放

日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介绍学校情况。

资料图片

图②：研 究 人 员 在 一 家 位 于 新 加 坡 的 德 国 公 司

研发中心内工作。 资料图片

图③：在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研 究 人 员 正 在 做

实验。 资料图片

图④：法国巴黎—萨克雷科技创新中心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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