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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至 29 日，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

在北京举行。该年会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和北京市共

同主办。

几天来，围绕“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

世 界 ”这 一 主 题 ，包 括 诺 贝 尔 奖 、菲 尔 兹

奖、图灵奖获得者在内的顶级科学家发表

演 讲 。 其 间 ，论 坛 还 发 布 研 究 报 告 、标 准

规范、榜单、指数、倡议等近 100 项成果，促

成 309 个 项 目 签 约 ，签 约 金 额 约 673.17 亿

元。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

大赛以及配套活动圆满完成，取得一批重

要成果。

围绕全球性议题，达成
广泛共识

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促

进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本届论坛年

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政府部门代表、专家

学者、企业负责人，围绕多个全球性议题，深

入交流思想，达成广泛共识。

“当前比以往更加需要超越国界的创

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在开幕式致辞

中，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穆斯塔法·申

胡表示。

“开放数据是开放科学的关键。”中国科

学院院士、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主任郭华东表示，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建综合数据生态

系统，发展基于开放科学的创新驱动发展模

式，让大数据基础设施促进开放科学服务可

持续发展。

针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这 一 全 球 性 问 题 ，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阿龙·切哈诺沃表示，老年人需要解

决住房、心理等问题，这需要整个社会共同

努力。

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作为中关

村论坛支持单位，举办了“科学十年国际论

坛”。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院、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国

内外专家，就“培养新的科学文化：为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主题深入

交流。大家认为，“科学十年”在全球范围内

的普及与推广，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

配合，要通过开放科学的推进，提高公民的

科学素养。

“特别感激北京这片沃土。”作为土生土

长的中关村企业，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分享

了自己的创业经历，“我相信经过一代又一

代的努力，中关村对整个世界的贡献会越来

越大。”

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在交流中取得认

同。“绿叶之家”全球倡议、世界数字健康论

坛宣言、神经系统疾病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实

施与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一大批宣言

倡议，在论坛年会期间发布，推动科学技术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成为与会嘉宾的共识。

聚焦前沿科技，培育发展
新动能

本届论坛年会上，接连发布的重大科技

成果让人目不暇接。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

介绍，各相关部委和单位在全国范围推荐

了 近 300 项 成 果 ，“ 我 们 聚 焦 原 创 性 、引 领

性 、国 际 性 ，经 过 专 家 评 审 等 程 序 遴 选 出

了 开 幕 式 10 项 、成 果 专 场 发 布 会 19 项 科

技成果。”

怀柔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取得系列国

际先进成果，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12000
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超大规模集成光量子

芯 片 、新 一 代 原 子 磁 强 计 脑 磁 图 仪 ……4
月 29 日，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举办重大成

果专场发布会，19 项重大科技成果“含金量”

十足。

“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肩负起时代重

任，以全球视野谋划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技

术转移和知识分享，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

及所享。”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

张碧涌说。

突出前沿探索，是本届论坛年会的一大

特点。作为此次论坛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第七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全球八

大赛区共征集项目 3100 余项。本届大赛以

“开辟前沿新赛道 培育发展新动能”为主

题，在 4 月 26 日举行的总决赛上，上海新硅

聚合半导体有限公司获得总冠军。

“我们将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

新创业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海内外各类

人才项目和机构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北京市科委、中

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宇蕾说。

据介绍，自 2017 年启动以来，中关村国

际前沿科技大赛已累计吸引海内外 1.5 万多

个前沿科技项目报名参加，700 多个优秀初

创企业和创业团队脱颖而出，累计为 219 家

优质前沿技术企业提供了 8 亿多元资金支

持。目前，已有 61 家企业成长为全球独角

兽企业。

促进开放合作，搭建共享
平台

4月 27日上午，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

一场融合声光电技术的互动科幻短剧《探梦

未来》，拉开了 2024 第八届中国科幻大会的

大幕。

作 为 2024
中关村论坛平行论

坛 之 一 ，本 届 科 幻 大

会以“科学梦想、创造未

来 ”为 主 题 。 开 幕 式 上 ，

《2024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正

式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中

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1132.9 亿元，

同比增长 29.1%，中国科幻产业正在加

速增长。

“我们将以中国科幻大会筹办为契

机，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科幻创

作 交 流 和 产 品 开 发 平 台 ，建 设 具 有 国

际影响力、产业引领力和经济带动力的

科 幻 产 业 集 聚 区 。”石 景 山 区 副 区 长 李

文化说。

为全球科技合作注入活力。2024 中关

村论坛年会，既是科技成果展示的舞台，也

是“全球买、全球卖”的技术交易盛会。

一只机械手臂在汽车零件表面上下翻

飞，探测数据实时传送到计算机上。在北京

工业大学举办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

会上，“大型复杂结构件力学性能全域无损

检测系统”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 此 次 技 术 交 易 大 会 ，首 次 设 立 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促 进 大 会 ，100 余 所 高 校 集

中 展 示 科 技 成 果 、100 余 家 企 业 带 着 合 作

需 求 参 会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姜 泽

廷介绍。活动现场发布了《高校科技成果

转 化 创 新 机 制》《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优 秀

案例》《百所高校科技成果荟萃》等一系列

成 果 ，推 动 技 术 与 市 场“ 直 接 对 话 ”“ 双 向

奔赴”。

8 场 高 精 尖 产 品“ 首 发 ”推 介 对 接 会 、

6 场重点国别技术交易专场对接会、4 场国

家级科技成果转化“首秀”会、11 个重点合作

项目现场签约……本届中关村国际技术交

易大会专门设立了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开

放日和“技术交易会客厅”，30 场活动为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项科技成果搭

建交易共享平台。

“在促进全球交流发展、技术创新方面，

中关村论坛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助理总干事马尔科·阿莱曼说。

据介绍，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设立

4 年以来，已展示推介 2.3 万个创新项目，成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

交易高地。

年会圆满收官，精彩永不落幕。于英杰

介绍，今年 5 月将举办中关村人工智能与未

来城市等多场系列活动，论坛系列活动将贯

穿全年。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加强前沿探索 推动开放创新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李建广 潘俊强 曹雪盟

今 年 是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十 周

年。作为 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的

平 行 论 坛 之 一 ，以“共 建 创 新 共 同

体，赋能美好京津冀”为主题的京津

冀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论坛，成

为关注的热点。与会者围绕三地协

同创新这一话题深入交流，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积蓄创新势能。

协同创新，硕果累累

“十年来，京津冀三地一张图规

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科技

创 新 和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持 续 提

升，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科技

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

解敏说。

看 数 据 ，十 年 来 ，北 京 流 向 天

津、河北技术合同超 4.9 万项，2023
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同

比增长 109.8%。“京津冀协同创新推

动专项”支持课题 95 项，累计投入

科研经费近 2.4 亿元；创新带动产出

效率持续提高，2022 年区域劳动生

产 率 达 到 18.5 万 元/人 ，较 2013 年

基本实现翻倍。

看项目，京津冀共同培育集成

电路、网络和通信安全、生命健康、

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五大产业

集群。其中，京津冀生命健康、保

定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获批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关村发展集

团搭建创新集成服务平台，截至去

年底，中关村京津冀创新合作园区

累计注册企业 7165 家。

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

延伸、创新生态培育，北京市持续发

挥一核的辐射带动作用。“我们将坚

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落实好《关于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

决定》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条例》，在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上

重点突破，推进‘新两翼’发力齐飞，协力打造引领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说。

重大成果，集中发布

“京津冀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云控平台”，助力形成集绿波

车速引导、交通拥堵研判、公交优先通行等车路云一体化云控应

用场景，已实现从道路示范到产业化落地；“雄安基础地理信息

管理平台”，以图管数，数数相连，全方位促进实现全区域基础地

理数据集成共享和高效利用……

在论坛活动现场，五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场景、7 项京津

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示范成果、《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中关村

合作重点园区白皮书》发布。

针对北京优质科技成果和天津、河北的技术需求，论坛形成

了《京津冀科技成果供给及需求清单》，内容涵盖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装备、新材料、医药健康、节能环保等前沿领域。

京津冀哪里有创业服务、产业空间布局如何？活动当日，

“京津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正式启动上线。作为京津冀首

份区域创新地图，该地图融合了京津冀区域内九大高新区共

300 余家平台，平台类型包括成果转化、创业孵化、产业创新、科

技服务与产业空间载体。

“这份地图的目的是集中招商引资、展示推介高新区的发

展。未来尽快吸引更多创新资源落地京津冀，使其成为一个整

体。”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园区部部长杜玲说，京津冀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上线后，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通过集聚

科技创新资源，加强精准指引，吸引创新主体来京津冀开展技术

研发和落地产业化。

合作签约，再启新程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离不开产业、技术和人才的全面合作。

论坛上，34 个协同创新项目现场签约，合作范围覆盖氢能、

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与网络安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

器人等产业链条和脑机接口、细胞生态、半导体等未来产业。项

目类型主要包括，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平台类项目、京

津冀产学研合作与服务类项目、科技合作园区暨创新企业入驻

项目等三大类。

科技合作园区是承载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创新

型企业推动科技发展主力军集体的汇聚之地。本届论坛上，作

为科技合作园区暨创新企业入驻项目之一，北京铭研医药研究

有限公司的肿瘤药生产项目正式落地石家庄生物医药园。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石家庄到北京乘坐高铁 1 小

时左右就到了。而且石家庄在制药领域基础好、技术雄

厚，更有一定的生产研发人才，能与北京总部和临床

研 发 的 定 位 协 同 配 合 ，所 以 我 们 决 定 到 这 里 发

展。”该公司负责人何小炳介绍。

“本次论坛汇聚京津冀协同创新资源，是

合作签约的优质平台。”北京市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国家相关部委以及京津冀三地的

大力协同努力之下，此次签约将为京津冀

协同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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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视频大模型、全模拟光电智能计算

芯片、开源高性能处理器核……在今年的中

关村论坛上，人工智能是最受关注的亮点

之一。

今年中关村论坛年会特设 4 月 27 日为

“人工智能主题日”，将论坛期间人工智能相

关活动及优质人工智能企业展项统一纳入，

这也是中关村论坛自举办以来的首次主题

日活动。

当日围绕人工智能，1场主论坛、4场专场

论坛和 7场特色论坛举办，百余位业界顶尖专

家围绕大模型等前沿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作为“人工智能主题日”主论坛，“未来

人工智能先锋论坛”现场座无虚席，包括图

灵奖得主在内的国内外学术与产业界大咖

共同探讨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展望产

业应用发展前景。论坛还发布了《北京市关

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引领发展的若干

措施》、北京市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应用分

析报告等成果。活动现场还发起成立中关

村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旨在加快人工智能赋

能千行百业。

围绕人工智能产业链重点环节与关键

要素，有“通用人工智能论坛”“区块链与隐

私 计 算 论 坛 ”“医 学 AI 产 业 融 合 与 发 展 大

会”“6G 创新发展论坛”4 场专业论坛，分别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技术、数据要素、

产业融合与创新应用。

在“6G 创新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围

绕“6G 与 AI 融合的技术路径”“6G 与 AI 融

合的应用前景”等热点问题，深入交流 6G
与 AI 融 合 的 有 效 路 径 和 成 果 。“通 过 本 场

论 坛 ，希 望 业 界 能 共 同 关 注 6G 与 AI 的 融

合 发 展 ，推 动‘6G +AI’技 术 的 产 业 化 进

程，实现 AI 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中关村泛

联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创 新 应 用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金毅敦说。

当日，海淀区宣布全面打造人工智能创

新街区。它以“三横两纵一带”为骨架，串联

起清华、北大等 37 所高校，10 个新型研发机

构、52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06 个国家级科

研机构、1300 家人工智能企业的科技成果，

汇聚学者智慧，将持续高效地孕育出人工智

能前沿成果。

“海淀区将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全力

抢抓算力建设，并加快数据汇集开放，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街区标杆场景，

为人工智能创新主体提供全方

位、一站式服务能力。”中关村

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海淀

区副区长唐超表示。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首设“人工智能主题日”—

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本报记者 潘俊强 王 洲 林子夜

图①：参观者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内参观新能源汽车分

布式电子系统和芯片应用系统。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②：中关村论坛新会址俯瞰图。

中关村论坛组委会供图

图③：参观者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内了解 4D 增强打印

复合材料。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④：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展厅。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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