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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3 腾冲科学家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传承西南联大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推进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将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3 日在云南腾冲共同举办 2023 腾冲科学家论坛，论

坛主题为“科学·绿色发展”。论坛将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顶尖科学家、

院士、大学校长、优秀青年科学家、知名企业家、金融家代表等，聚焦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进行广泛交流，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论坛主题 

 

科学·绿色发展 

 

二、时间、地点 

 

（一）时间：12 月 1 日—3 日（11 月 30 日报到） 

 

（二）地点：云南省腾冲市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支持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承办单位：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保山市人民政府、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四、论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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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开幕式及主旨论坛 

时间：12 月 1 日上午 

地点：腾冲科学会堂 

 

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云南省委领导和诺贝尔奖

获得者杨振宁将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神舟十六号

乘组航天员桂海潮将向论坛致寄语，并颁发首届腾冲科学大奖和云南省“友谊奖”，

举行高层次人才引进和重大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清华大

学校长王希勤、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科学院院

士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等院士、

知名专家、企业家在主旨论坛上作报告，届时腾冲科学大奖获奖者将发表主旨演

讲。 

 

（二）分论坛 

1．校长论坛 

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现代大学使命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 

主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承办：云南师范大学 

 

论坛聚焦当代大学使命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围绕高质量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与未来教育、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等问题开展深入交

流与研讨，旨在聚集大学校长资源，搭建传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学术平台、

引智平台、国际交流平台，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国际化发展。 

届时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

等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2．青年科学家论坛 

主题：科学事业传承 青年对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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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 月 2 日全天，12 月 3 日上午 

主办：云南大学、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广州国家实验室、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 

 

论坛由青年科学家代表主导，聚焦新时代青年人才培育和青年人才助力科技

转化，围绕生物医药研发与产业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进行交流分享，激励广大

青年学者面向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推动实现更多

从“0到 1”的科学技术突破。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及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樊

代明、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周学斌教授、青年科学

家代表张子杰研究员、青年企业家代表华大基因 CEO 尹烨、网易易现先进科技

CEO 李晓燕、腾讯集团副总裁李强等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将出席论坛。 

 

3．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主题：科技、资本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至 3日上午 

主办：中国投资协会，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共青团云南省委，第 23 批赴

滇博士服务团 

承办：保山市委组织部、腾冲市委组织部 

 

论坛聚焦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高端制造与数字化转型、低碳技术与绿色发

展等热点，围绕战略政策、科技成果、创投资本、绿色发展、“双碳”、“三大经

济”等领域，深入交流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与促进科学绿色发展

的结合点，探讨如何推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届时将有中国知名企业负责人、知名企业家、经济学家等出席论坛。 

 

4．企业家创新论坛 

主题：科技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12 月 3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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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启迪之星（北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论坛围绕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创新合作、企业技术升级与创新发展、科技成果

转化、硬科技投资等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并举办 2023 启迪之星年度 DEMO 

DAY，旨在搭建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科技和产业深度

融合，以企业家精神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科技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届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志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

指导委员会委员马蔚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陈劲、启迪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济武等知名企业家将出席论坛。 

 

5．澜湄区域科技人文交流论坛系列活动 

主题 1：2023 澜湄区域科技人文交流论坛暨第四届澜沧江—湄公河传统医

药学术交流会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12 月 2 日上午 

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保山市人民政府、中国科

协新技术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 

 

以主旨报告、专题演讲、各国特色诊疗现场展示等方式，与来自泰国、缅甸、

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政府、教育、科研、产业、卫生、民间传统医药专

家，共同探讨澜湄健康未来，分享澜湄区域内各国传统医药可持续发展成果，为

人类健康谋福祉。 

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兆云、泰国皇家学会科学院

主席 Chayan Picheansoonthon、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云南中医药大

学教授熊磊等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主题 2：全球变化下动物迁移与生态保护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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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 月 2 日全天 

主办：国际动物学会、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保山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协

新技术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云南大学 

 

围绕全球变化下动物的迁移与扩散、珍稀濒危动物的保护、动物危害和动物

疫病的防控等议题，交流国内外人与动物冲突方面的研究与管理经验，提升我国

动物保护与管理水平，提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举措，传播

生态保护实践，服务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

等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主题 3：澜湄青年科技领袖对话会 

时间：12 月 2 日下午 

主办：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保山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北京国际交流协会 

 

聚焦“澜湄科创青年人才交流”核心议题，重点围绕澜湄青年之间的交流，旨

在激励澜湄区域年轻创新创业者，突出提升青年科技人才的国际活跃度和影响力，

尤其是与女性创新创业人才积极互动，共享经验与见解，探索新的合作机遇，共

同探讨如何为澜湄合作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届时柬埔寨国家孵化中心主任苏维拉·斯伦(Sovila Srun)、泰国国家科技发展

署商业创新中心主任珊珊妮·华松汶 (Sansanee Huabsomboon)、老挝 XM 

Technovator 创始人兼项目总监吉姆 ·奥法科恩 ·库普霍姆 (Jim Ophakorn 

Kouphokham)、缅甸伊卡洛斯传媒数码有限公司创始人拉赫·巴尼亚(Lach Baniya)、

老挝信息通讯技术商会执行副主席苏法蓬·苏安娜冯(Souphaphone Souannavong)、

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科技参赞陈善意(Pasupha Chinvarasopark)等将出席对话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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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前沿科学论坛系列活动 

主题：星球健康与生态文明 

时间：12 月 2 日上午 

主办：国际科学理事会中国委员会(ISC-CHINA) 

承办：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腾冲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围绕星球健康、生态文明、地球大数据等国际前沿科学创新发展，探讨星球

健康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交流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科学理念和创新思想，支持东盟区域和全球可持

续发展行动。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美国科学院院士欧阳志云、美国科学院院士

Steward TA Pickett、巴西圣保罗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Paolo Saldiva、保加利亚科

学院高级研究员 Rumiana Jeleva 等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际学术组织、国内外

相关学会及研究机构负责人等将出席论坛。 

 

7．生物多样性与现代农业发展论坛 

主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现代农业创新协同发展 

 

时间：12 月 2 日—3 日 

主办：北京大学、云南大学 

承办：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论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现代农业创新协同发展，围绕自然保护地建设和

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屏障与生物监测预警、生物与生态安全等领域开展研究探

讨，就现代生物育种、种质资源创新、热带农业、生态草业和畜牧业发展、新型

食物资源的开发和食品加工等开展研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创新发展提供

新思路。 



7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中国工程院院

士赵春江、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新全等相关领域院士、知名

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8．免疫科技与临床转化论坛 

主题：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聚焦自身免疫病和代谢性疾病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12 月 2 日全天 

主办：南开大学、海军军医大学、昆明医科大学 

承办：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昆明医

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炎症和免疫全国重点实验室 

 

论坛聚焦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研究领域，围绕固有免疫、适应性免

疫、免疫细胞、免疫代谢、免疫遗传等基础研究的新进展，结合相应自身免疫病

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未满足需求开展深入交流，探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发展

现代医学和健康中国提供新思路。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尚永丰、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

院大内科主任徐沪济等相关领域院士、知名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9．能源材料论坛 

主题：聚力能源材料赋能可持续未来 

时间：12 月 2 日 

主办：清华大学、南京大学 

承办：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昆明理工大学 

 

论坛聚焦能源材料创新发展，围绕氢能、锂电池、能源转化、超高压能源材

料、超导材料、智能电网、能源传输控制、能源材料国际科技创新研究进展及应

用展望，对能源材料、能源与新材料相关领域的最新、最前沿技术、科研进展和

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与讨论，开展新能源技术及产业化圆桌对话。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志刚、中国科学院院士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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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清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等

院士、专家学者将出席论坛。 

 

10．首届民族医药科技与产业发展论坛 

主题：传承民族医药造福人民健康 

时间：12 月 1 日下午、12 月 2 日上午 

主办：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商会 

承办：云南省民族商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云南民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论坛聚焦中医药强省建设需求，围绕中医药（民族医药）、生物制药、种质

资源、健康数字经济、重大疾病防治等进行交流探讨，为民族医药科技与产业发

展提供新思路新途径，加快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

势，促进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交流与合作，推进传统医药与民族医药融合共同发

展。 

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

董、中国科学院院士涂永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思民、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修涞贵、中华慈善总会

副会长张俊以、吉商联合会秘书长周峰、华侨控股集团总裁杨宇潇等专家学者、

企业家将出席论坛。 

 

（三）系列活动 

1．科技赋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系列活动 

主题：科技引领发展 融合走向未来 

时间：12 月 2 日上午 

主办：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广播影视信

息网络中心 

 

围绕“多元化”视听内容生产、“融合化”视听内容传播、“沉浸式”视听呈现消

费、“简单化”视听终端操作和“数智化”传播态势感知展开研讨交流，为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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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拓展新视野、新思路，搭建起行业管理部门及媒体机构与

专家交流平台，促进省内媒体机构与国家级、先进地区媒体机构和研究机构的交

流合作。 

届时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领导、云南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技术局领导、相关省区的广电局负责同志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柴建平、芒果

TV 大屏中心总监李尚琦等专家学者将出席。 

 

2．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系列活动 

主题：构建产学研创新体系共推温泉医康养产业发展 

时间：12 月 2 日 

主办：云南省科学技术院、云南高原温泉康养产业创新研究院 

承办：腾冲市人民政府、云南保山恒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医科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支持：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浙江丰盛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豪中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聚焦温泉医康养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围绕温泉医疗和康复领域，深入探讨当

前温泉大健康产业的趋势、挑战和机遇，交流分享温泉医康养领域的最新思想、

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推动温泉医康养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届时中国工程院付小兵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

新、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朱为模、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励建安、法国国家医

学科学院院士克里斯蒂安·弗朗索瓦·罗克斯(Christian Francois Roques)等国内外

院士、专家学者将出席。 

 

3．2023 中美―健康桥‖系列活动 

主题：中美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与创新发展 

时间：12 月 2 日下午 

主办：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CSTEC)、美中医疗技术交流协会 

承办：清华大学医学院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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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家实验室 

 

聚焦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与生物医药产业，围绕 AI 赋能加速新药研发与临床

应用转化、中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国际合作路径、临床转化医学研究国际合

作等进行交流研讨，分享药物临床研究、转化医学研究最新成果，拓展美方医药

领域创新合作资源，促进中美医药健康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 

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迈克尔·沃特曼(Michael S. 

Waterman)、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舒跃龙、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蛋白质

科学中心主任许文清、蛋白质结构预测大赛(CASP)联合创始人兼主席约翰·莫尔

特 (John Moult)、2019 年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陈志坚等中外院士、专家学者将出

席。 

 

4．中韩科技合作交流会 

主题：搭建中韩科技合作交流平台 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时间：12 月 3 日上午 

主办：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

(KISTEP)、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 (STEPI)、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

(KOSTEC) 

承办：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围绕当前中韩生物医药技术创新重点方向、中韩信息通讯领域技术合作进行

深入研讨，推进两国科技创新交流与产业合作。 

届时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凤凰中心）首席科学家(PI)杨靖、韩国驻华

大使馆科技官公使衔参赞李镇守、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KOSTEC)首席代表徐

幸我、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孙翊铢、北京诺思兰德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松山等将出席。 

 

5．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研讨会 

主题：金融赋能科技创新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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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 月 1 日下午 

主办：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保山市人民政府 

 

聚焦科技金融创新，围绕科技投融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发展、

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产业发展等展开研讨交流，以金融科技创新驱动产

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生态建设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届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马蔚华、中金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和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总裁龙亮、中财荃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梦轩、

深圳创投集团董事曹旭光等将出席。 

 

6．数字丝路安全研讨活动 

主题：筑牢数字丝路安全屏障赋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时间：12 月 2 日下午 

主办：西交苏州信息安全法学所、西交科教院网络安全法治研究所、西交

青岛信息安全法学研究所 

承办：保山学院、密码法治实践创新基地、数字丝路安全智库、上合组织

数字丝路法治人才创新基地 

 

研讨新时代密码赋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战略，以科技创新

赋能网络数据安全，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建设。 

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君红、密码法治实践创新基地主任马民虎、西安交通

大学科教院常务副院长李成福、中国电子商会自主可控技术委员会理事长冯艳春、

字节跳动集团数据安全法务总监田申、蚂蚁集团隐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李海英、

四叶草安全集团董事长马坤等将出席。 

 

7．院士科普进校园 

主题：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 

时间：12 月 3 日上午 

主办：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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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少科科技有限公

司 

 

通过开展科普讲座、科学实验秀、科普展教具互动体验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提高青少年学生热爱科学、学习科学、探索科学的

兴趣，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建设科技强

国打造强大后备力量。 

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兆云、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方真等院士、专家学

者将出席。 

 

8．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与转化应用对接 

主题：聚焦科技前沿 共促成果转化 

时间：12 月 1 日—3 日 

主办：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投资促进局 

承办：保山市人民政府、腾冲市人民政府 

 

围绕国内外优势重点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需求，集中展示省内外科技创新成

果及转化应用成效，进一步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论坛科技成果、人才、项

目、企业展示交流与合作对接。 

 

（四）实地考察 

论坛期间，将开展科技支撑乡村振兴、文化创意、生物医药大健康、咖啡产

业园区等实地考察。 

 

五、报名注册及缴费 

（一）报名注册对象 

请参加腾冲科学家论坛的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企业家、投资

人，各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创新创业主体、投资机构及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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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于 11 月 25 日前报名参会。 

其中，论坛特邀嘉宾、媒体记者、工作人员、志愿者等人员报名注册事宜另

行安排。 

 

（二）报名注册方式 

论坛采取线上注册方式。请扫码或通过链接进入线上注册系统进行报名。 

1． 线上注册报名二维码： 

 

2．线上注册报名链接： 

http://s.31url.cn/OfXyJjvC 

 

（三）注册费标准（元/人） 

注册时间 

参加活动 
11 月 15 日前 11 月 15 日后 权   益 

参加全部活动 4000 5000 可参加所有非闭门会议 

参加全程分论坛 

及系列活动 
3000 4000 

可全程参加除开幕式及主旨

论坛外的所有非闭门会议 

注： 

1. 往返差旅及住宿费自理，会议期间提供午餐及晚餐; 

2. 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按标准的 50%收取费用; 

3. 报名注册后须经论坛组委会审核通过方可确认成功报名; 

4.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5 日 23:59:59。 

 

 

http://s.31url.cn/OfXyJj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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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缴费方式 

通过报名系统直接缴费，支持微信、支付宝线上缴费。 

 

（五）发票信息 

线上报名注册后请通过系统“个人中心”模块填写开票信息，会务组将在论坛

结束后 2 周内开具电子普通发票，并通过预留的电子邮箱发送。 

 

六、会务咨询 

联系人：曾爱民，罗灿 

电话：15398552918，13708410826 

邮箱：tsf1312@163.com 

论坛相关资讯将通过报名系统持续更新，敬请关注收藏。 

 

 

 

腾冲科学家论坛组委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