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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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0636 提案的答复 

 

黄勇平、龚继明、苏良碧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优化创新生态提升上海创新活力的建议”的

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指出我市科技发展的整体性长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重视原始创新成果

创新与转化、解决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强住房保障、构建长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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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等三个方面的建议，对于我市科创中心的建设具有指导

和借鉴意义。 

关于“长期布局，重视原始创新成果和原创企业发展”的建议

方面，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原创成果的形成和转化，如，《上海

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提出“在前

沿优势领域加快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

果，在若干重要基础研究领域争取成为世界领跑者，加速形成科

学发现新高地”。实施探索者计划，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

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自

由探索与战略导向相结合，优化基础研究发展环境，强化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与重点企业在高端医疗装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

开展“探索者计划”，推动企业布局前沿性基础研究。在《上海市市

级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办法》中，明确支持一批“市场机制不能有效

配置资源的重大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市发展改革委委托专业投

资机构对重大专项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评价，并每

年组织专项承担单位向社会产业投资机构进行集中推介，进一步

提高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在支持原创企业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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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要害，切实解决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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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市推出一系列举措，为科技人才解决科研生活的后顾之

忧。一是推动落实《上海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

政策，召开市级人才公寓对接会（市科技系统专场），积极落实

本年度市级人才公寓实物配租工作；制定市级人才公寓、租房补

贴申报范围，组织申报市级人才租房补贴，2022 年，入选 1618

人次，总金额 3883.2 万元。二是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改革，为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根据国家有关年

报统计，本市高校院所以许可、转让、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成

果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成果转化现金和股权个人奖励（按合同

额）累计超过 40 亿元，奖励人次近 7 万人次。上海交通大学开

展赋权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赋权成果超过 200 项，

教师阳光化创业超过 100家，交大周边师生校友创业企业超过 500

家。三是持续实施科技人才减负行动。2019 年以来，市科委通过

不断优化项目管理政策，持续实施减负行动，加大力度给予人才

宽松的成长空间，已实现科研计划项目申报“一网办”“无纸化”“免盖

章”“无签字”，全流程在线办理。对于不必要的表，不再填写。自

2020 年起，逐步扩大“包干制”改革试点范围，将部分科研单位承

担的自然基金项目和软科学研究计划中的“自选项目”和“青年项

目”全部纳入试点，充分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关于“创新生态，提升全市科技创新的活力”的建议方面，一

是逐步构建起“科技创新创业团队-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小巨人”的科技企业培育链、政策服务链，高新技术企业

超过 2.2 万家，每万户企业法人中高企数量超过 470 家，高企密



— 4 — 

度全国第一；科创企业上市培育成效不断提升，至 2022 年底 78

家上海企业登陆科创板、全国第二；市值 1.48 万亿元、全国第一；

多维度推进科技金融服务科技企业发展，“高企贷”“科创助力贷”等

创新产品不断推出，2022 年科技信贷产品服务企业达 6547 家，

授信规模达 1951.4 亿元、同比增长 23.19%。二是推动建立企业

需求导向的供需对接体系，一方面，市区合力布局中国商飞、微

创医疗等 73 家大企业开放式创新中心，释放大企业创新需求、

开放产业链应用场景，促进产学研合作、大中小企业协同；另一

方面，一平台（InnoMatch 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一展（全球

技术转移大会）、一赛（创新挑战赛）组合发力，加速疏通双向

链接快车道，InnoMatch 平台自 2022 年 8 月发布以来，征集国内

外 1385 家创新企业 2617 项需求，对接率超过 46%，意向和正式

交易 18.3 亿元。三是合力建设各具特色的“环大学”创新创业集聚

区，深化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联动”，吸引更多“硬科技”初创公

司扎根上海。发布《推进“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方

案》，“大零号湾”投入使用的科创载体 16 个，总面积 56 万平方

米；核心区入驻企业达 550 家，获得市场融资超 80 亿元。杨浦

环同济知识创新圈、宝山环上大科技园、嘉定同济大学科技园等

“环大学”双创载体加快建设，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与汽车城核心区、

大众总部园区、汽车零部件园区衔接，聚焦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智能出行与智能网联等技术领域，辐射带动形成产业高地。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策源未来。结合你们的建议，上海将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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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四个新”“四个第一”的战略要求，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聚焦科技企业创新主

体培育，完善包容普惠的创新生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持续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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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