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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3〕27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57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齐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先进动力测试专用装备的代表建议收悉，

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您建议政府统筹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设立动力产业

专项政策，包括设立专项基金，对国家项目给予配套支持，支持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等。您的这些思考，对于

促进我国动力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感谢您提出相关建议。

关于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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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发展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和

基础研究的发展，企业必将在支持基础研究上发挥更大作用。近

年来，我委已经尝试设立探索者计划，吸引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未来，设立专项基金将是新的有益方式。在专项基金的设立上，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该更多发挥主体作用，政府宜在时机成熟

时积极促成此事。为此，我们将对包括动力测试装备在内的相关

领域领域发展态势保持关注，并在时机成熟时尝试推进。

关于对国家项目进行配套支持，是我委多年来一直在贯彻落

实的政策，在推动上海科研事业发展中起到了良好作用。目前，

凡是获得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或国家自然基金委重大重点

项目立项的，我们都对到沪资金给予 10%的配套支持。未来我们

还将坚持这一做法。

关于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一直是我

们的既定方针。我委聚焦高端装备、先进制造等相关领域，积极

鼓励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目前，航空航

天类、先进动力系统装备、先进制造类的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共有

28家，依托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国商飞、航发商

发、上飞制造等龙头企业。各重点实验室在航空航天动力装备、

智能制造、系统装备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研究，并结合产业需求，开展联合创新体建设，进行高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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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装备“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上海“全球动力之城”建

设。未来我委将持续推动动力领域的各类实验室协同合作，并根

据领域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实验室布局，推动成立新的领域重点

实验室，构建优势互补的实验室体系，强化产学研融通发展，促

进先进动力装备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此外，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有以下会办意见，供您参考：

临港将以打造高端装备全球“动力之城”为目标，聚焦航空

动力、航天动力、汽车动力、船舶动力及能源动力等动力 装 备

领域，加快形成新片区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不断务实科技创新能

力，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

（一）强化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进一步聚焦细化合作

领域和支撑项目，引进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的重大产业项目，围

绕中国商飞、航发商发加快国产大飞机、航空发动机产业链的重

点零部件及关键共性技术环节项目落地，开工投产一批标志性项

目，力争到 2025年诞生 3-4家百亿级企业，形成 5-8个细分领域

产业集群。

（二）围绕产业链加大创新链布局。一是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建设一批科技基础设施，一批科技功能平台，一批原始创新

成果，加快建设龙头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和产业创新平台，新

增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动产业链核心环节自主可控。



— 4 —

（三）加大高端装备产业的政策扶持。结合包括航空航天领

域在内的扶持政策的全面升级，加大对国家级重点、重大的相关

基础研究和仪器研制项目的经费和政策支持；支持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充分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

方面以及企业在产业方面的优势，发展应用于先进动力系统的专

用测试装备；加大对高端装备产业在人才招引、产业促进、产教

融合、科技创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补贴。

（四）打响“全球动力之城”品牌。围绕航空、航天、汽车、

船舶、能源“空天陆海能”动力集群，将新片区打造成为全球一

流企业汇集、创新活跃强劲、产业链相对完整的 4高端装备产业

高地。加快临港大飞机园、海洋创新园、动力之源等市级特色园

区建设，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打造若干 产业生态集聚的精品微

园，支撑打响“全球动力之城”响亮品牌。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年 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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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