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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好的发展平台，
除了让优秀青年脱颖而出的评价体制和平
台，更大的舞台在日常工作。如今，更受青
年喜欢的创新环境在上海各处开花，通过
青年发展型城区的建设，上海各级政府、团
组织围绕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发展，让青
年创新人才、产业集聚，形成了创新合力。

青燕和示是一家科创企业，最近的项
目研发集中于如何利用高精度人脸3D建
模、人脸感知数字编码技术及人脸AI定位
测量等核心技术，升级三维扫描建模产品
和应用场景。通过近十年的技术沉淀，青
燕和示申请了98项专利，已获批59项，它
所成长的“阵地”正是位于青浦的移动智地
产业园。“从初创在孵化器的一间办公室，
发展到如今购买了园区的独栋大楼进行研
发办公，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创始人李靖
说。

目前，这一“数智”园区的企业累计获
得自主知识产权2000余项，培育上海产业
菁英、青浦区领军人才、青浦区拔尖人才等
高层次人才10余人次，培育青浦区助推产
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团队奖7个，服务41家
企业获得融资近30亿元。

正如上海多处科技园区正在做的那
样，移动智地也在探索搭建高能级创新平
台。如为了更好让各类人才在园区可以实

现自我价值，园区对接高校、科研机构、智
库，做大做强产学研平台；聚焦人才“安居”
又“安心”，还打造了全屋智能精装青年人
才智慧公寓，立体式商业配套设施和服务，
满足人才的多元生活需要。原本的工作园
区“化身”宜业宜居产业社区，让高新技术
人才和科技成果得以长期驻留，为新质生
产力的成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而在徐汇滨江，全国首个生成式人工
智能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上海模速空
间创新生态社区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商汤科技、阿里巴巴等知名科研机构和科
技企业毗邻，已然形成了一个人工智能产
研生态圈。

走进模速空间，扑面而来的就是充满
活力的装修风格与众多年轻的创业者。从
你身边走过的某个年轻人，可能就是某个
公司的创始人。一楼大堂，“上海大模型创
新生态社区服务中心”映入眼帘，这里是接
待入驻企业的服务窗口，包含开放数据平
台、评测服务平台、算力调度平台、金融服
务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等五大功能平台。

“模速空间一期和二期共2万平方米，
已有58家企业签约入驻，其中一半有海归
背景。”负责运营空间的上海大模型生态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慈介绍，这些企业
不仅可享受房租减免，还可获得算力、数

据、评测、金融等大模型研发所必需的资
源。

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也让上海的共
青团工作不断与时俱进。共青团一直倡导
的“队、号、手、岗、赛、盟、团”七位一体岗位
建功育人体系，以岗位建功行动激励广大
青年谱写新篇章，也开辟了“新视野”——
今年，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三大先导产业，上海共青团集中成立新一
批上海市青年建功联盟，对标先导产业，鼓
励科技青年立足岗位，敢于担当，勇于创
新，团结协作，希望藉由团建联盟的活动促
进相关科创主体之间科技青年人才的交流
与协作，提升科技青年的视野与理念，促进
产学研融合发展，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贡献青春力量。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未来掌握在更年
轻的青少年手中。在上海各大高校，新的
学科布局与更多的“破墙”融合，正在引领
新的科技畅想。

翱翔在上海嘉定区南翔印象城的“飞行
鹤”，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张周
捷和他的团队耗时两年打造的“数字雕塑”，
也是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一大结合成果。

“飞行鹤”拥有可监测外部环境的传感
器，能捕捉风力、风速、温度与空气指数等
数据。编程让“飞行鹤”羽翼下方的内置灯
光可随日夜交替和所收集的环境数据信息
而变幻，偶遇强风气旋还会开启“自我保
护”机制，稳固地收起双翼，让雕塑有着轻
巧灵活的同时，能自主抵御风险。

人工智能，让数字雕塑“活”了起来。
事实上，智能设计这盘棋，同济大学下了许
久。2017年，同济成立全国第一个“人工智
能与数据设计”硕士生专业方向及“先进技
术与设计”博士生专业方向，开启国内智能
设计的探索之旅。五年后，经上海市教委
批准，成为国内首家建成“本-硕-博”一体
智能设计人才培养体系的大学。如今，同
济不断扩展智能设计的边界，汇聚多位30
岁以下科技精英等优秀科研人员，组成国
际交叉创新团队，开展并从事有关智能设
计的交叉研究及教学工作。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郑
庆华看来，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打破学科
间的高墙。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新
形势下，大学应勇闯科技前沿“无人区”和
制度改革“深水区”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传
统学科交叉融合，例如，土木工程朝着智能

建造的方向发展，机械工程朝着智能制造
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朝着智能交通的方
向发展等。

他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充满无
限可能，大学应顺势而为、主动而为。而
这，需要形成打破学科壁垒、协同各方需求
的融合发展力量。“通过科研合作、科教融
汇、产教融合，打破学科之间、学校之间、校
企之间的围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刘昌
胜同样认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高
校的首要任务是从源头加大原始创新的供
给。这就亟需大学打破教育的固有“惯
性”，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开放办学，拆除大
学的“围墙”，让科技变革的思潮涌入“象牙
塔”，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
需的高质量人才。

上海大学正在大力建设的环上大科技
园，正是“破墙”的结果。今年3月，位于环
上大科技园的环上大概念验证中心迎来了
首批签约入驻的科技创新项目，其中一位
创新项目负责人是在上海中学国际部就读
的16岁学生陈羿锦。

他所设计的一款节能装置，通过空调
冷凝水蒸发过程提高制冷效率，将空调产
生的冷凝水喷洒到空调外机的冷凝器上，
降低压缩机温度，从而降低功耗并提高其
能源效率。设备易于安装，且可以减少空
调的用电量10%以上，因此获得了第74届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特等奖。

他的科研成果之所以可以实现快速迭
代，得益于上海大学优质学科和设备设施
等的助力，每一步前进也都得到有效的调

整以及实验验证效果。如今，在环上大概
念验证中心的助力下，陈羿锦的科研成果
已通过中试，即将再次优化后进入生产环
节。

这一“超前孵化”，让更多愿意创新的
“小苗”有了可以尽情发芽生长的沃土。这
些“小苗”，代表的是科技创新的未来。

数说

从2020至2023年，U35已累计评选出

150位青年科技人才，平均当选年龄33岁，

正处于科创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段。从学科

背景来看，主要集中在工学、医学、理学三大

学科，全面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三大先导产业和高端装备、先进制造等六

大重点产业。

202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得授奖

共316项（人），10人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

奖。从获奖数据中可以看到，中青年人才是

科技创新中坚力量，30～50岁年龄段人才发

挥主要带头作用。获奖项目完成人中45岁

以下中青年近7成。

数据显示，2022年市奖获奖项目共有

2737个完成人，其中处于30～40岁的年轻

人最多，达1154个，占比42%；45岁以下的中

青年共有1863人，占比达68%；50岁以下的

有2220人，占比高达81%。

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复旦大学先进

材料实验室的彭瑞只有34岁。年龄最小的

是获得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大型城市受端电

网电压支撑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第一完成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的冯楠，

年仅31岁。

中青年人才成上海
科技创新中坚力量

新产业：提升服务能级让创新集聚

新未来：超前布局与超前孵化

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

环上大科技园正是高校“破墙”的结果。

上大创新创业学院的老师在指导陈羿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