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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本刊讯  2023年8月10日至12日，以“聚焦全球科技发展大趋势，构建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为主题的 20232023年8月10日至12日，以“聚焦全球科技发展大趋势，构建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为主题的 2023

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球论坛在海口隆重举行。政产学研界领导嘉宾、院士专家及全球科技领域高精尖人才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球论坛在海口隆重举行。政产学研界领导嘉宾、院士专家及全球科技领域高精尖人才

1000 余人出席论坛。论坛围绕“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中1000 余人出席论坛。论坛围绕“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中

国科技服务标准化”“科技赋能酒店餐饮业发展”“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业科技发展”“医疗康养发展”“海南科国科技服务标准化”“科技赋能酒店餐饮业发展”“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业科技发展”“医疗康养发展”“海南科

技产业发展”等话题，紧扣全球科技发展热点和前沿领域，剖析科技动态，共议前沿科技，赋能科技产业高质技产业发展”等话题，紧扣全球科技发展热点和前沿领域，剖析科技动态，共议前沿科技，赋能科技产业高质

量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国内多家媒体予以重点报道。量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国内多家媒体予以重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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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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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01  厚植绿色低碳底色 促进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特聘专家 吴晓青

院士专论

03  以产学研深度融合 推进海洋石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守为

特别关注

05  炫彩重生 劲吾所能

—— 新源劲吾创新技术产品闪亮2023服贸会

本刊记者 白 静

08  开放创新 聚享未来

—— 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本刊记者 蒋向利

专题报道

12  聚焦科技发展大趋势 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

—— 2023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球论坛在海口举行

本刊记者 杨伊静

16  院士专家建言献策 赋能海南高质量发展

本刊记者 翟万江

协同创新

24  迎接新变革 合作向未来

—— 2023未来技术合作（无锡）大会举行

本刊记者 周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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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球论坛于8月10日至12日在海口隆重举办。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会见了出席本次论

坛的两院院士和嘉宾代表，冯飞书记介绍了海南省在科技创新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情况，他希望院士和与会嘉宾就

如何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言献策。国际核能院院士张勤，国际欧亚科学院士张景安，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立安、谢明勇、朱合华就海南岛的建设发表了意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滕吉文、朱位秋，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杨，部分外籍院士和长江学者及央企代表出席座谈，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王建华会长代表主办单位对冯飞书记

在百忙之中会见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政协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座谈会。



26  政产学研协同联动 重建绿色经济走廊

—— 2023“一带一路”新能源装备与技术展览会暨第三届

中国光伏工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高峰论坛在兰州举行

本刊记者 肖桂华

28  加强临床营养科普 赋能健康中国建设

—— 2023医学营养进社区海星传递计划科普公益行动启动仪式

暨肠道营养与生命健康专家论坛在京举行

本刊记者 冯翔慧

31  加强产学研合作 推动杭州企业技术创新

本刊记者 肖桂华

政策导读

32  加深跨行业协作 推动网络安全保险发展

—— 解读《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本刊记者 蒋向利

34  全方位打造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 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

本刊记者 白 静

园区风采

36  江苏省兴化经开区:

科技助力 构筑健康食品产业名城

江苏省兴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38  葛店高新区：

锚定“三大定位” 打造武鄂创新高地

葛店高新区管委会

40  从脑科学与类脑重大项目攻关到创建脑科学产业先导区

重庆经开区：用好“头部力量” 打造科创新高地

重庆经开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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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至12日，以“聚焦全球科技发展大趋势，构建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为主题的2023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

球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设置了开幕式暨主论坛，以及“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对接大会、2023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论坛、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峰会等分论坛。政产学研界领导及千余名嘉宾出席，会议紧扣全球科技发展热点和前沿

领域，分享智慧成果，共议前沿科技，赋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 



51  勇毅前行闯新路 踔厉奋发向未来

—— 广东省东莞市科技创新发展纪实

本刊记者 周 烨

54  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打造活力迸发之城

—— 湖北武汉创新驱动发展纪实

本刊记者 杨伊静

创新人物

56  筑牢“海防长城” 打造“雷达铁军”

—— 记中国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刘永坦院士

本刊记者 郝 雨

58  强化科技支撑 护航人类健康

——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感染病医学部主任王福生

本刊记者 韩 羽

42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

永葆“创”劲促发展 争先进位跑在前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

43  张家港高新区：

打造百亿级产业创新集群 谱写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

张家港高新区管委会

区域创新

44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 引领区域组团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

48  加大资源投入 形成“创新攻势”

—— 广东清远科技创新交出精彩答卷

本刊记者 杨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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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发布会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隆重举行，赵华

林、侯立安、温雪峰、程慧强、侯贵光、惠东、王建华等政产学研领导嘉宾及院士专家出席发布会，认真聆听技术

产品介绍。会上发布的退役光伏组件彩色化高价值综合利用技术，赋予了各类退役光伏组件新的用途与功能，吸引

了众人目光。央视等主流媒体对发布会纷纷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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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卓越商业领航者 引领数字化营销

—— 记广州傲为实业有限公司总监赖小馨

文/李 海

研究与探讨

61  对科技人才奖项评审专家库建设及管理优化的思考

—— 以中国科协奖项评审工作为例

周 磊  宋泉昆  陈 松

64  数字科普产业创新生态路径研究

——基于“架构者”理论视角

张素娟  曾凡颖

68  从专利申请到转移的全流程管理及服务研究

—— 基于五所独立设置医科院校的分析

张 建  王 宇

71  四螺旋理论视角下行业特色型高校大学生

创新培养与实现路径研究

 司银元  孟庆良

科技动态

74  国内外最新科技发现和创新技术成果荟萃

本刊综合报道

封面： 2023 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全球论坛

封底： 哈尔滨工程大学范立云教授团队

8月22日，2023未来

技术合作（无锡）大会在

无锡举行。与会政产学研

领导嘉宾及院士专家，聚

焦地方产业和高校人才、

学科协同发展，共促市校

双向赋能、同频共振，为

“强富美高”新无锡现代

化建设提级赋能。长三角

生命健康领军人才基地在

会上揭牌。期间，还举办

了未来技术成果对接洽谈

会，无锡市企业、科研院

所、投资机构等百余家单

位与各未来技术学院及相

关高校深入对接洽谈138

项未来技术成果项目。

凡在本刊刊登并由本刊支付稿酬之作品，均视为该作者已将该作品之

全部权利转让给本刊，且允许本刊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纸

媒、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该作品，特此声明。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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