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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发出硬科技创业孵化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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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论坛成功创办13届后，首次开设
以“前沿科技她力量”为年度主题的女性平
行论坛。5月28日，在以“前沿科技她力量”为
年度主题的2023中关村论坛科技女性创新
论坛上，20余位国内外前沿科技领域优秀女
科技工作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 最新成果、
科研之路等，开展交流和对话，以女性科技
工作者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经验、案例及
成果，展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发展中的“她
力量”。

本次论坛邀请嘉宾包括诺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 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的女科学家、 女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航
天员刘洋等在内的国内外多位科技创新领
域的大咖嘉宾参与， 从开放协作的 “包容
力”、人文向善的“感知力”以及探索拓新的
“创造力”等角度，进一步促进全球科技女
性对话与协作。

为了让科技女性创新论坛的首次亮相能
够兼具时代感、科技感、国际感，论坛主要设
置开幕仪式、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三个部分。

其中，在开幕仪式上，中国女航天员刘
洋以独特方式带来“星空寄语”：“身处灿烂
星汉无限苍穹，回望人类近几百年科技进步
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得不由衷赞叹人类无与
伦比的创造伟力。 人类的发展历程告诉我
们，科技创造美好生活，因为科技进步，人类
视野更加广博，工作更加高效，生活更加便
捷，体验更加多元。科技为我们提供了更多
可能，也让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大。在科技发
展的历程中，女性从未缺席，在人类不断探
索新知的历程中，女性的智慧、力量始终闪
耀光华，在科技的浩瀚宇宙中，不仅留下了
女性九天揽月、手摘星辰的科研梦想，也镌
刻着女性脚踏实地、 勤勉钻研的奋斗身影。
希望广大女性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全球科
技创新协作， 共同塑造科技向善的理念，共
同以科技进步增进人类福祉，彰显女性责任
担当，贡献巾帼力量。”

同时，阎萍、李英慧、黎晴、秦川、王琼
华、赵晓光、马玉婷、王乐8位牵头重大科研
项目的女科学家走到舞台中央“揭榜挂帅”。
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琼华表示：“坚信
科技兴邦、教育强国，将坚守初心，尽己所能
为祖国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从事智能机器人理论与应用
研究的赵晓光表示：“将秉持科技向善的价
值追求，坚信科技创新会持续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

而在“百尺竿头：科技女性卓然创造”的
主旨演讲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底青云讲述深部资
源探测技术创新研究之路，20年持续攻关电
磁探测技术与装备，给地球做“CT”，实现300
米矿产资源探测能力，提升4500米-1万米油
气资源勘查能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
首任理事长乔红在《坚定、开心、开放：受人
启发机器人与对人形机器人的思考》 中表

示：“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系
统迅猛发展，需要建制化队伍为国家重大需
求迎难而上，在技术上实现跟跑领跑，不落
后国际前沿，更需要另辟蹊径，形成引领性
的创新工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
表示， 女性科技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全球超过33%的科研工作者为女性，中
国女性科技人才约4000多万， 占比超四成。
女性科技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重要人才资源。

2021年起，由全国妇联、科技部、中国科
协等7部门共同启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各地
区、 各有关方面积极为女性科技人才发挥更
大作用提供机会、搭建平台、创造环境，广大
女科技工作者热切回应、主动作为，积极投身
科技自立自强，勇攀科技高峰。两年来，共有
97万多名女科技工作者参与助农、助企、助医
等科普服务，1800多万人受益。

北京商报记者 陶风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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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设科技女性创新论坛 女科学家“揭榜挂帅”
伴随全球气候变化， 使用更清洁、更

安全、 可负担的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已
成为全球共识。5月27日， 在2023中关村
论坛“新能源材料国际前沿技术发展论
坛”上，相关专家围绕新能源材料国际科
技创新及应用展望。

“我们正经历一场材料革新、 能源
革新和资源革新。”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无机化学和催化学教授、荷兰皇家科学
院院士、 欧洲科学院院士伯特·维克洪
森介绍人类将用哪种碳源生产产品迈
向未来的炼化产业。他表示：“碳存在于
空气中、地球表面、水中、地表以下及海
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还是利用
海洋中的碳。除海洋中的碳外，我们需
要运用新能源材料制作产品，也就是要
建造未来的炼油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
展和循环化学。”

自“双碳”战略提出以来，北京市正积
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及产业发展。在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推进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谷”被列为重点
项目，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
领域进行技术创新。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突破关键技术，研
发出10Ah能量密度400Wh/kg的全固态
电池；围绕氢能领域，在氢能燃料电池电
推方面已实现催化剂、膜电极、双极板、质
子交换膜等自主化； 突破6英寸碳化硅外
延生长技术。

在平台建设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领
域国家级创新中心、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
研究所、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及京津冀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关村科
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刘航表
示：“展望未来， 我们将围绕新能源材料
领域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进一步激发创
新活力， 推动我国新能源材料领域取得

新突破。”
“可持续发展”是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保尔·巴洛斯在研究新能源
材料时所看重的：“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
一部分就是降本增效， 例如像灯这样广
泛存在的应用， 其实是人类历史上首次
的科技创新、科技革新。2003年，美国能
源署发布报告显示， 在美国所发出22%
的电力被浪费， 所以我们开始研发新材
料。” 从紧凑型荧光灯CFL到半导体LED
照明，再到OLED，照明效率不断提高，产
品设计更薄、 质量纯度也更高。“当我们
的设备能效提高、 成本降低、 价格降低
后，我们就会买更多，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的一部分。”他说。

太阳能并非一种新能源，但当其运用
新技术，便更容易实现降本增效。澳大利
亚科学院院士、伦敦皇家学会院士、先进
光伏中心科学教授和创始主任马丁·格林
称， 以前光伏发电的成本为1美元/W，去
年已降至0.2美元/W。国际能源署在2020
年世界能源展望当中也提到：“太阳能是
未来市场的王者，现在是大多数国家最便
宜的能源。”

对企业来说， 降本增效更具有实际
意义。以家电起家，如今成为拥有半导体
显示、 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三个核
心产业的高科技产业制造公司TCL，一
直在积极推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去年，
TCL科技整体营收1666.5亿元，半导体显
示和新能源光伏的产值规模双双超过
650亿元；TCL科技研发投入达107.8亿
元，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超过7.1亿元，旗
下8家公司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认证。
TCL科技集团党委书记、 首席运营官王
成表示， 未来TCL科技将会继续履行社
会责任，不断完善ESG治理，在“减碳向
绿”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为世界可持续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商报记者 白杨

新能源材料革新重塑产业格局

2022年的北京，超过10万家

科技型企业孕育而生，平均不到5

分钟就有一家科技企业诞生。

5月28日下午，一场全球孵化

行业盛会，2023中关村论坛平行

论坛“全球标杆孵化器论坛———

前沿孵化模式探讨与实践” 在京

举行。把脉全球硬科技孵化趋势，

共迎创业孵化“4.0时代”，国内外

知名标杆孵化器负责人、 硬科技

创新创业者等齐聚一堂， 建言全

球硬科技孵化升级发展策略。面

向全球，面向未来，中关村发出硬

科技创业孵化倡议。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签约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科技创新范式正在发生转变。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韩耕在致辞中表
示， 标杆孵化器作为产业创新生态中承上启
下的重要枢纽环节，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应当
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促进作用， 加速硬科技
企业孵化，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新
优势，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
这场全球标杆孵化器论坛， 成为重大国际合
作项目启航的见证。

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与德国史太
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明确支持史太白中国

总部和国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在京落地。
双方将全面深化国际技术转移、 创业孵

化、 产业培育和企业国际化发展服务等方面
的合作。同时，加快推动首批合作成果落地，
为德国绿氢联盟（DSE）中国代表处揭牌，启
动绿氢制取产业化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预计
总投入将达到35亿欧元。

在论坛上， 一批国际国内创新合作成果
签约落地： 飞镖生物医药标杆孵化器与美天
旎公司战略签约，璞跃（PNP）孵化器与软通
动力公司合作签约， 全国新材料产业孵化共
同体签约……

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IASP）主席
陈鸿波表示， 本次论坛共同展望全球孵化服
务新趋势，交流和研讨硬科技孵化新范式，探

索标杆孵化器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和未来产
业培育的新机制， 必将会加强世界各国孵化
器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为中国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开放新生态贡献智慧
和力量。

全球城市创业孵化指数首发

北京创业孵化综合全球排名第四、 孵化
绩效单项指标全球排名第一。

在论坛上，《全球城市创业孵化指数》首
次发布， 旨在为主要创新创业城市提供系统
客观、来源权威、前瞻引领的孵化发展评价晴
雨表和指南针，将掀起城市孵化研究、交流、
借鉴与合作的新风潮。

从全球城市创业孵化指数的评价结果来
看，纽约、伦敦、旧金山、北京、波士顿、深圳、
上海、东京、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创业孵化指数
综合得分排名前十。其中，排名前四的纽约、
伦敦、旧金山和北京优势较为明显。

从中国城市创业孵化指数的得分情况来
看，北京、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我
国创业孵化的中心区域。 北京在半数具体指
标中全国领先，长三角区域的上海、苏州和杭
州，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香港均有相
关指标优势。

《全球城市创业孵化指数》由二十国集团
创业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
理研究院共同发布，从孵化潜力、孵化绩效、
孵化生态等方面对主要创新创业城市进行综
合评价， 是全球首份专注于评价城市创业孵
化能力的指数报告。

三大倡议释放

2022年12月，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等5部门在全国率先出台《标杆孵化器培育行
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支持标杆孵化
器在海外设立实体， 探索在京建设保税孵化
器，积极引进国际一流孵化机构；鼓励标杆孵
化器充分利用中国场景、数据、产业等核心优
势，招引海外项目在京落地。

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宇
蕾在“前沿孵化模式探索与标杆孵化器北京
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梳理了30多年来北京创
业孵化的发展历程。

经过30多年深耕厚植， 北京在孵化器运
营机制、服务模式等不断升级，持续引领全国
创新创业升级发展， 不断孕育出一大批优秀
科技企业，为产学研融合、高精尖产业培育、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宇蕾表示， 北京抢抓孵化范式变革新
机遇，在全国率先出台《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

方案》， 并已探索布局建设了首批标杆孵化
器，在创业孵化“4.0时代”，高位引领孵化行业
专业化、价值化、国际化发展，将掀起硬科技
创新创业的新热潮。

张宇蕾介绍，创业孵化“4.0时代”具有六
大核心特征。一是打造专业的孵化人才团队，
面向未来开展“超前孵化”；二是打造专业的
技术服务平台，探索“共享科研”模式；三是打
造专业的早期孵化基金， 耐心孵化硬科技项
目；四是开展专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加快
实现全链条“牵手”；五是引导孵化器价值化
发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长期可持续；六是提
升国际化服务能力， 以孵化器作为全球科技
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桥梁纽带。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张宇蕾代表中关村
发出硬科技创业孵化倡议。

一是建立开放、协同、共享的全球孵化服
务网络， 多边、 多维合作推进硬科技创新创
业，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二是支持全球各类高端人才加入孵化行
业，共建标杆孵化器，吸纳各类创新主体和要
素深度参与，持续探索硬科技孵化新范式，携
手掀起硬科技创新创业的新热潮。

三是加强硬科技孵化前沿趋势研究，指
引孵化器专业化、价值化、国际化发展，携手
布局新领域新赛道， 支撑全球高精尖产业发
展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形成新动能新优势。
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处处长王德花以“大
力推进科技创新创业新跃升， 持续增添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为题，分析了科技创新创业孵
化呈现出新的趋势、涌现新的模式。

王德花表示， 在北京中关村创办并举行
首届“全球标杆孵化器论坛”，正是科技创业
孵化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新的时期，应结合
创业孵化发展新趋势和新模式， 制定精准的
政策措施，推进科技创新创业实现新跃升，为
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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