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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上海市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上海长三角区域养老服
务促进中心昨天在沪联合发布
了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
单，这标志着苏浙沪皖三省一市
老年人的跨区域养老生活在长
三角区域有了更多选择。

据介绍，首批长三角异地养
老机构名单系上海市养老服务
行业协会、上海长三角区域养

老服务促进中心经征求各方意
见后发布的，名单包括了来自
江苏张家港，浙江嘉兴，安徽池
州、宣城等20个城市的57家养
老机构，核定床位共计 25698
张。上述养老机构中，包括诸
多品牌连锁养老机构，他们的
跨区域开放，将进一步满足长
三角地区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养
老需求，提升跨区域养老的便
捷度，推进长三角区域整体养
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单发布
老年人跨区域养老有了更多选择

北京上海深圳排名全球城市未来科技突破期望前三位

全球“青科”和“创客”青睐北上深

论坛现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开幕，论坛上发布的2020“理想之城”——面向2035年的全球科技创新城市调查报告显示，北上
深排名全球城市未来科技突破期望前三位，全球青年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高度青睐北上深。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值得关注的是，调查显示，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未来前景广
受看好，北上深排名全球城市科
技创新突破期望值前三位。

期望排名4-10位的城市分
别是旧金山、波士顿、纽约、东
京、新加坡、伦敦和洛杉矶。

关于科学家对于未来 15 年
内最有可能率先涌现重大创新
突破的城市的预测，在不同学
科领域中，多数受调查科学家
认为北京在工程技术、物理、环

境科学和生态学三个领域最有
可能引领未来 15 年的全球科
技创新前沿，而上海在化学、
医学领域的创新前景受到最
多的全球科学家看好。相对
而言，全球科学家们认为生命
科学和跨学科领域是北京科
技创新竞争力的较薄弱环节，
而上海在物理和跨学科领域
竞争力较弱。

围绕科技前沿热点技术的
中美城市竞争凸显，北上深分别

在不同领域形成创新竞争力长
板优势。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
前沿热点技术领域将呈现中美
城市全方位竞争的格局。其中，
北京在各领域上的竞争力较为
全面，特别是在基因、量子等偏
基础研究方面优势较明显。上
海主要在生命健康相关的创新
药物、脑科学和基因工程等方面
体现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而深
圳在人工智能、6G通信和智慧城
市领域竞争力格外突出。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发布
的《2020“理想之城”——面向
2035年的全球科技创新城市调
查报告》面向支持新一轮中长期
科技创新发展规划需求，对700
多名全球一线科学家进行了问
卷调查。

调查显示，全球科学家流动
趋势呈现中-美-欧国际“大循
环”和北-上-深活跃“内循环”的
双循环结构，上海科学家国际流
动性突出。

中国城市与国际城市之间
科学家双向流动的趋势显著增
强，“中-美-欧”科技人才三角迁
徙模式凸显。在过去5年中，北
京、上海、深圳和欧美发达国家
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科学家双
向流动的关系。现居欧美发达
国家中心城市的科学家中，有
7.7%是过去5年由北上深迁往；
现居北上深的科学家中，有3.9%
是过去5年由欧美发达国家中心
城市迁来。未来5年，中国城市
与欧美城市之间的科学家流动
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且更加趋于

双向平衡。现居北上深的科学
家中，未来五年计划或考虑向欧
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流动的比
例为15.1%。而现居欧美发达国
家中心城市的科学家中，未来五
年计划或考虑向北上深流动的
比例为11.7%。未来中国、美国
和欧洲作为全球科技三极的趋
势将更加明显，中美、中欧和欧
美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科学家流
动的三大主轴。

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的内
部人才交流频繁而密切，形成了
高效的人才“内循环”。未来5年
中，现居北上深的科学家计划或
考虑向其他两座城市流动的比
例分别为30.3%、30.8%和 29.3%，
体现了北上深之间高度活跃的
科技人才环流。

在中国内地城市中，上海显
示了最强的科学家国际流动性
趋势。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在现
居海外城市的全球受调查科学
家中，未来5年中计划或考虑来
上海发展的比例为4.2%，北京该
比例为3.6%，深圳为2.2%。

调查表明，人工智能、量子
科技和创新药物领衔未来全球
科技创新热点，脑科学等前沿领
域有望迎来全新突破。

本次调查中全球科学家对
未来5年、10年和15年中，可能
引领世界创新热点的关键科技
进行了预测，凝练形成了 2025
年、2030年和2035年的全球10
大热点科技清单。

如科学家们预期：人们对大
脑的了解在2025年之后将达到
全新水平，并在2030年后引发人
类思维认知领域的重要飞跃；未
来10年间癌症有可能被攻克，而
未来15年间修复人体失效器官
和逆转衰老将成为可能；在2035
年之前，核聚变能源和宇宙空间
开发也将由梦想走向现实。而在
最近5年之内，基因编辑、自动驾
驶、大数据服务、氢能源和高效太

阳能等重要前沿科技发展将直接
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未来5-15年间的全球科技
创新十大突破热点——

2021-2025年：新冠疫苗与

医疗、人工智能、创新药物、基因

编辑、量子科技、分子生物学、智

慧城市和智慧交通（自动驾驶）、

大数据与数据驱动服务、氢能源

与燃料电池、太阳能高效利用。

2026-2030年：人工智能、

创新药物、量子科技、6G网络、基

因工程与基因疗法、可再生绿色

能源、虚拟现实技术、脑与神经

科学、个性化医疗、攻克癌症。

2031-2035年：人工智能、

创新药物、人体修复与抗衰老、

空间探索与开发、未来形态的城

市、超级材料与超级工程、脑与

认知科学、量子计算、新世代核

能技术、前沿科学新工具。

调查表明，京沪将成为世界
顶尖学者主要集聚地，全球青年
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高度青睐
北上深。

在关于哪些城市在未来15
年中能够为全球最高水平的科
学家提供最好的科研平台和创
新环境的调查中，北京和上海
在全体受调查科学家中的支持
率排在前两位，之后3-10位依
次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深
圳、新加坡、伦敦、东京和洛杉
矶。其中，北京最受基础学科

科学家青睐，物理、化学、环境
科学和生态学领域科学家支持
率均排名第一，上海则获得了
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支持率
排名首位。

在关于哪些城市在未来15
年中能够为全球富有潜力的年
轻科研人员提供最优发展机会
和条件的调查中，中国城市处于
领先位置。其中深圳以最高的
支持率成为最受全球科学家认
可的未来青年创新之城，其次是
上海，北京支持率处于第三位。

排名4-10位的分别是纽约、新
加坡、旧金山、波士顿、东京、伦
敦和洛杉矶。中国城市能够为
青年科学家提供充分的发展机
会、多元的发展平台和力度较大
的支持，在未来15年中将有可能
形成对全球年轻科技人才的集
聚趋势。

在关于哪些城市在未来15
年中最可能涌现高科技创新创
业和高成长性新兴企业的调查
中，中国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
依次占据了前三位。

北上深排名全球城市科技创新突破期望值前三位

全球青年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高度青睐北上深

上海显示了最强的科学家国际流动性趋势

未来科创热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创新药物

记者：本市老年人如何办理

入住异地养地机构的手续？

答：老年人可根据业已发布
的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
单提供的联系方式，由本人或家
属与相关养老机构联系，详细
咨询了解机构设施配套、服务
收费、服务能力、医疗保障等情
况。同时，我们也提醒老年人
和家属，要注意了解养老机构

的入住要求。决定入住时，更
要与相关养老机构签署规范的
入住合同。根据前期工作要
求，名单上的养老机构承诺将
会做好相关咨询和老年人考
察、入住服务。

记者：首批发布的长三角异

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怎么样，老

年人跨区域入住是否有保障？

答：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

构名单，是在养老机构自愿报名
的基础上，通过行业筛选、各地
行业协会及专家考察，并由各地
民政部门推荐而来的，具备较好
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为保障机构的服务质量，各
地民政部门将按照民政部关于
养老机构的一系列管理要求，切
实做好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保障
入住老年人权益。

[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