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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 智 慧

人工智能揭开未来
产业“冰山一角”

自动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与观众互动的

机器人、应用于自动化流水线的果蔬分选平

台……这些科博会上的热门展品都有一个

共同的关键词——人工智能。近年来，人工

智能逐渐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创造出广阔

的发展空间，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人工智能的概念已经不算新鲜，而更深

层次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答案之一便是未

来产业。2021 中关村论坛专门开设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会上专家学者交流形

成共识——“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探索已

推 动 未 来 产 业 初 现 雏 形 ，但 目 前 仅 揭 开 了

“冰山一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在发言中谈道：“未来不是今天的延

续，讲未来需要想象力。不确定性是未来产

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需要在不确定性中

把握确定性。”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前瞻谋划未来产

业”作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

容之一，明确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

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

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

业孵化与加速计划。

如何把握“不确定”中的“确定性”？专

家认为，未来产业依托于新的技术突破，特

别 是 源 头 技 术 突 破 的 衍 生 应 用 。 前 段 时

间 ，一 项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登 上 社 交 媒 体 热 门

榜单——中国科学院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二

氧 化 碳 到 淀 粉 的 从 头 合 成 。 初 步 测 试 显

示 ，人 工 合 成 淀 粉 的 效 率 是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淀粉的 8.5 倍 。“空气里造面包”“以后喝西

北 风 也 能 饱 ”…… 评 论 留 言 中 的 调 侃 与 畅

想 ，形 象 地 揭 示 出 这 一 创 新 成 果 可 能 孕 育

的 未 来 产 业 ，为 工 业 制 造 粮 食 推 开 了 一 扇

窗。从“0 到 1”的概念突破，到“1 到 10”“10

到 100”的 深 入 研 究 与 成 果 转 化 ，未 来 产 业

的发展路径逐步清晰。

把握未来产业的基本方向后，下一步应

使其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未来产业的前瞻

性强、不确定性高，从实验室前沿技术突破

走向市场，需要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

家、政策制定者协同互动，营造符合未来产

业发展规律的创新生态，探索包容性高的制

度。”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邵新宇提出，将对基

础 研 究 、技 术 创 新 及 产 业 化 进 行 一 体 化 部

署，开展未来产业培育示范，打造未来产业

发展高地。

关键词 2 健 康

疫情防控助推“互联
网+医疗”走上发展“快
车道”

在科博会医药健康馆内，人群中不时路

过一台台消毒机器人，它们一边缓缓前行一

边喷出白色气雾。代替人工完成消毒清洁

工作的智能机器人，已经在多地疫情防控实

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如同 VR 眼镜一样，将眼睛贴近往里看，

中关村科学城一家医疗企业研发的眼底图

像辅助诊断仪器，就能够在 1 分钟内生成使

用者的心脑血管健康评估报告。

自 2007 年举办首场中关村论坛以来，今

年，“健康”首次成为年度论坛主题。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让健康成为举国上下持

续关注的话题，也助推医药健康产业走上发

展“快车道”。为解决医疗资源有限和健康

需求较大之间的矛盾，从简单的看病问诊到

数字化健康管理，线上问诊、在线开方、线上

结算、药品无接触配送等流程数字化程度不

断提高，互联网医疗产业生态逐步完善。近

年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蓬勃发

展，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设施和解决方

案与健康医疗场景加快融合，智慧医疗成为

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就医体验、改善

医疗服务的新路径。

日前，北京市发布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 标 杆 城 市 的 实 施 方 案 ，发 展 医 疗 信 息 云

化、健康服务远程化等健康服务新业态和新

模式，成为一项重点工作。同时，北京还将

加快建设数字化医院，推动实体医院医疗资

源在线化发展。

关键词 3 碳中和

“低碳”“零碳”技术
支撑绿色转型

乌黑的煤炭怎么变成透明的液体？科

博会碳中和馆，国家能源集团的煤直接液化

沙盘前，塑料瓶中清澈无色的汽油、柴油等，

远看就像超市货架上陈列的矿泉水。背后

管线复杂却又整齐排列的装置微缩模型，吸

引不少参观者驻足。

“比面粉还细的煤粉经由管道进入反应

器，在适当的温度、压力以及催化剂的共同

作用下，20 多个小时后就能变成柴油、汽油

等液体燃料。”展台前，工作人员杨文向记者

介绍，这项技术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煤直

接液化技术的能源转化效率能够达到 60%左

右，远高于其他处理方式 40%的转化率。

在推进煤炭清洁转化的同时，与之相配

套建设的还有全流程二氧化碳捕集、封存项

目。该项目能够将煤直接液化、气化生产中

产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捕 集 压 缩 后 ，注 入 地 下 封

存。“应用这项科技创新成果，该项目每年可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5100 万立方米，相当于种

植了一片面积达 274 公顷的生态林。”

“碳中和”是 2021 中关村论坛的主题之

一，也是近期国内的热门话题。我国宣布，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时期正是推动实现

这一目标的重要窗口期。“碳达峰的阶段是依

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这是一个科

学问题，而不是数字游戏。”在碳达峰碳中和

科技论坛上，不少专家认为，实现双碳目标归

根结底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涉及能源结构、工业交通、生态建设等领域，

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

撑作用，“技术为王”成为其鲜明特征。

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绿色氢能、电动

和氢燃料汽车、循环经济……一系列“低碳”

“零碳”技术的诞生与创新，将带来一场以绿

色低碳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意

义不亚于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我们势必

将 面 临 能 源 结 构 、生 态 环 境 等 一 系 列 的 挑

战。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找到新的路径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与实现双碳目标同向前行。”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据介绍，当前我国正在制定碳中和技术

发展路线图及科技行动方案，部署碳达峰、

碳中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展新能源技术、

碳中和共性技术、低碳零碳工业流程再造工

艺技术、面向碳中和的前沿颠覆性技术等关

键问题的研究和示范。

在时代风口感受新潮涌动
——从2021中关村论坛观察“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走向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回顾历史，着眼当下，展望未来，科技进

步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每一次

科技创新都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9 月 24 日，习主席向 2021 中关村论坛

视频致贺指出，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

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

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

中关村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

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等背景

下，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主题的 2021

中关村论坛，以及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第

24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科博会”），汇聚了位于时代和行业前

沿的科技创新成果，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活力。

透过一件件尖端科技创新展品及一场

场主题论坛的思想碰撞，我们可以触摸到

“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科技创新

的时代脉动。

2021中关村论坛于 9月 24日至 28日在北京召开，第 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同期举行，500余

家中外企业展示最新成果。图为参观群众观看展出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模型。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石洞子沟街道推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涵盖扫码就餐、活

动预约、远程就诊、健康建档、紧急呼叫等功能。图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展示平台相关程序。 刘环宇摄

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

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

动，例如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

通等领域项目的投资、融资、运营等。

作 为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的 重

要助力，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加快完善

绿色金融领域制度框架，绿色金融空间

有 望 加 速 拓 展 。 例 如 ，浙 江 省 出 台《关

于 金 融 支 持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的 指 导 意

见》，提 出 力 争 2021 年 全 省 绿 色 贷 款 新

增 4000 亿 元 以 上 ，绿 色 债 务 融 资 工 具

和 绿 色 金 融 债 发 行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50%

以上。

开源创新

开源创新可以理解为产品由公共社区

而非单独依靠某一家企业开发，任何人都

能为此贡献专业知识，产生的成果也由全

体 共 享 。 这 是 互 联 网 革 命 催 生 的 创 新 模

式，也是从“零和博弈”到协作共赢的理念

转变。

在开源创新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玉卓表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是创新

的本质与发展趋势。他建议以开放科学和

开源技术为路径，鼓励各类开源开放平台和

科技社会组织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开放创

新环境，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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