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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3〕15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049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杨彩虹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强化长三角科研攻关

共同体建设的建议》的代表建议收悉，我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市

科创办、浦东新区政府等相关部门认真研究提案建议，深入调研

相关国家实验室，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上海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壮大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推动构建以在沪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室为

支撑、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为基石的实验室体系。同时，以在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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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为牵引，通过合作模式的创新探索，积极开展长三角

的科研协同合作，助力长三角科研攻关共同体的构建。

一、 相关工作情况

1.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围绕全链条构建长三角协同

创新体系。在沪国家实验室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三大领域，强化创新策源，支撑产业高端引领功能。在任务部署

和实施中，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在任务攻关中，实验室组织产学研

多方优势力量协同攻关，贯通创新体系。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及其在重难点领域的应用与长三角区域内高校院所、医疗机构、

行业龙头企业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如

张江实验室与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合肥长鑫等长三角的优势

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开展全链条的产学研合作；临港实验室与良

渚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药物创新研究院、

西浦慧湖药学院、苏州大学药学院等进行科研攻关合作；浦江实

验室与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东南大学、阿里巴巴达摩院（杭

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讯飞公司开展任务协同，同时，

上海也积极建设成为合肥实验室（量子）、苏州实验室（材料）

的上海基地，形成“核心+基地+网络”的创新联合体。

2. 加快构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区域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网络，促进长三角开放共享。目前，上海已建、在

建或纳入国家规划的在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 20 个，包括上

海光源、硬 X射线、蛋白质中心、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装置、自

主智能无人系统等正式或储备设施项目，已初步形成了光子、生



— 3 —

命、能源等大设施集群。同时，根据《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

设施共享规定》有关要求，支持鼓励通过科技创新券等多种方式

促进引导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长三角区域开展共享服务。

3. 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核心支撑优势，与国家实验室

形成协同合力，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发展。根据中央对建

设中国特色实验室体系的决策部署要求，本市也深入推进在沪全

国重点实验室的优化重组，制定《关于支持在沪全国重点实验室

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编制完成体系化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优化

重组上海方案，通过优化人才计划、学科建设、国资国企、科研

资金、市重点实验室培育等资源配置，全方位服务保障在沪国重

重组工作，探索建设上海实验室体系，辐射长三角。在已经科技

部获批通过重组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中，上海联影、微创、上

微、海军军医大学、张江生物有限公司等在沪的高校、院所、企

业，与浙江大学、江苏扬子江集团、温州医科大学等长三角的机

构纷纷开展联合共建，促进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高质量支撑、

奠定了长三角科研攻关共同体建设的坚实基础。

二、 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

创办、浦东新区政府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国家实验室的长三

角牵引作用，有效整合创新资源，积极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

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创新体系，做实做强长三角科研攻关共

同体，辐射带动长三角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一是持续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牵引，探索构建上海、乃

至长三角的实验室体系。持续做好在沪国家实验室配套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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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硬件支持，支持在沪国家实验室高质量建设和布局，加快推动

国家实验室研发基地建设，全力支持在沪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

实验室实施国家交给上海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进一步完善产学

研合作政策，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产学研联合高效攻关组织模式。按需

求联合长三角区域内优势互补的大学、科研院所及企业，在共建

实体、成果转让等产学研合作模式上作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推动

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区域内重点企业、企业技术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创新中心等加强对接，强化资源共享、协

同攻关。

三是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任务为牵引，探索构建全链条

创新体系。针对产业链上的“卡脖子”痛点和难点，通过“揭榜挂

帅”、“赛马机制”等方式来激发市场活力，鼓励领军企业在产业链

关键核心技术环节“揭榜”，通过重大技术攻关任务部署串联产学

研各主体，各施所长，竞争协作，形成协同攻关的任务型、体系

化的创新联合体。

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年 5月 11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人大代表工作处。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年 5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