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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提案办答复件样张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提复〔2023〕42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0834 号提案的答复 

 

张磊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科技创新，加快建设‘五个新城’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推进五个新城建设，是上海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的重要举措，是上海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提案立足五个新

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围绕构建创新生态，提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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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创新平台”、“加快创新型产业布局”等建议，对推进新城高质

量发展、强化新城特色功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上海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五个新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2022 年制订

出台《关于推动向新城导入功能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聚焦“三个一批”，即主动“导入一批”，推动功能性机构将

部分重要功能向新城布局和集聚，加快“提升一批”，整合并提升已

经在新城发展的项目和平台的功能和能级；谋划“新建一批”，将新

设高能级的企业总部、科创、品牌等功能导入新城。 

关于“布局多层次创新平台,扩大创新成果供给”的建议。在引

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方面，一是根据各新城定位、主导产业发

展的情况，《实施方案》梳理提出了“十四五”期间 70 项拟向新城

导入功能的事项清单，并发布第一批 25 项重大功能性事项。目

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比如，新设立的上海健康养老集团已落

户南汇新城，上汽集团创新研究院开发院已在嘉定新城注册成

立，复旦大学在青浦新城规划布局国际融合创新中心。二是推动

新城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目前，五个新城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约 20 家，占全市比重 1/5，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超过 300 家，占全市比重超过 1/3；拥有智能网联汽车、增材

制造、先进激光、海工装备、燃气轮机、燃料电池等多家市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嘉定创建了国家智能传感器制造业创新中心。下

一步将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有关战略部署，根据相关科技产业发

展规划，聚焦夯实新城功能，持续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加快

产城融合发展。在组建未来产业创新概念验证中心方面，推动五

个新城吸引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为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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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奠定基础。例如，嘉定新城集聚了中科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 10 多家高能级科研院所，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成果转化中心；青浦新城集聚了一批国家级及市

级孵化器、众创空间，加快建设华为研发中心；松江新城建设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集聚了一批国家级或市级重点实验室，拥有

一批院士专家工作站；奉贤新城集聚了生命科学、创新生物药、

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一批创新机构；南汇新城集聚了国际人工

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一批高端创新平

台。在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方面，持续加强政策供给、不

断优化创新环境，形成从“创新创业团队-中小微科技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科创企业上市培育”的全链条

的培育体系，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中，重点引

导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

持续深化推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认定政策，打好资金引导、人才

落户组合拳，鼓励企业原创成果转化，累计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项目近 1.6 万项，落实专项资金超 120 亿元，落户转化人才 3000

余人，近 80%高转项目实现产业化，超过 28%产品填补国内市场

空白。 

关于“加快创新型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创新浓度”的建议。在支

持先进制造业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方面，认真落实《上海市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正聚焦集成

电路、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引导突破化合物半导体

材料、先进复合材料、高温超导材料、高温合金叶片、高端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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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关键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技术，开发一系列新产品，支撑

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将继续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等“3+6”产业领域，强

化顶层设计，加强未来技术预测，明确主攻方向和关键技术攻关

任务，开展前瞻布局，力争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在以场景

开放支持新赛道产业技术创新方面，落实全市四个新赛道和五大

未来产业行动方案，推动新城围绕主导产业和“一城一名园”，加快

布局新兴产业。例如，支持南汇新城发挥制度开放优势和前沿产

业集群优势，聚焦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等

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嘉定新城发展壮大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拓展布局燃料电池汽车等领域；支持松江新城建设

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发展数字经济。同时，在数字化

转型领域，围绕新城数字设施、公共空间、数字家园、未来产业，

首批推出了 24 个新城重大场景面向全球揭榜挂帅，吸引全球资

源率先示范应用。在鼓励研发服务产业化发展方面，以新城为重

点承载，发挥新城龙头企业、重点企业优势，围绕基础零部件元

器件、基础原材料、基础工艺装备、工业软件等领域，通过点上

重点突破、产业链协同创新、自主技术攻关、应用推广牵引等方

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同时，充分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围绕智能计算、智能机器人、材料数

字引擎等方向，组织一批企业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关产业关键技

术和共性技术。 

关于“完善协同创新政策体系,提升创新支持力度”的建议。在

完善“揭榜挂帅”机制提高创新效率方面，2019 年起，市科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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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探索科研攻关的新模式、新机制，委托相关学者开展预研工

作，汇总梳理国内外“揭榜挂帅”“赛马制”“项目专员制”等项目管理模

式的实施案例，分析了各模式的特点及适用范围。2020 年，市科

委启动“揭榜挂帅”工作试点，并于 2021-2022 年逐步扩大试点范

围，不断探索建立符合“揭榜挂帅”特点的全流程项目组织、管理

和支持模式。主要做法和成效包括聚焦产业领域凝练重大科技攻

关任务；搭建政府与企业优势互补、责任共担模式；围绕管理全

流程集成机制创新；面向全国招募揭榜者，不设行业、地域限制

等。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一步将加强对“揭榜挂帅”项目

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持续深化完善全流程管理机制，研究出台科

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法，更好体现、巩固试点成果。强

化部门间统筹联动，丰富新模式新方法。在提升科技金融政策灵

活度方面，发展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信贷金融产品，

支持金融机构为科研基础设施、科技重大项目、技术交易平台建

设提供长期融资服务，加强科技信贷、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等各

类科技金融业态跨界联动和创新。在建立差异化产业创新评价机

制方面，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政策，重点研究制定本市财政科

研项目专项经费差异化绩效评价体系。对应用类科研项目，从重

立项向重结果转变，将绩效评价结果和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等情

况作为项目调整、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推动上海技术交易所建

立健全适应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科技成果确价体系，同时基于财

政资金支持但未转化成果探索建立强制挂牌和服务机制。 

下阶段，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支持新城大力引进集聚产业

创新资源，一是围绕新城主导产业，加快布局制造业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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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创新平台；深化

“校地合作、院地合作”机制，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二是加强创

新型企业总部招商引资，推动领军企业、高能级企业技术中心来

沪设立创新型企业总部，发挥其技术、人才、资金、数据等优势，

推动与新城中小企业、创新团队开展合作，发展生态型协同创新

模式。三是不断完善产业创新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

动形成创新型企业总部、链主型企业、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

企业等共同组成的产业创新生态，鼓励发展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

作，发展生态主导型创新联合体。四是培育发展研发服务产业，

制定吸引集聚企业研发机构，推进研发产业化的实施意见，加强

政策集成，支持新城加快创新成果本地转化。 

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政协提案办。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