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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3〕16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650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吕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上海本土化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扶持、

加强市场化的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的建议”的建议

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中的加强对上海本土化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扶持、加强市

场化的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等具有较好参考意义。

上海历来高度重视高水平本土化科技人才工作，不断加大对各类

科技人才的针对性支持力度，先后出台人才“20条”、人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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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大力实施新时

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世界一流水平科技人才队伍，为

上海科创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近年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关于“加强对上海本土化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扶持”的建议。

一是加大力度引进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国家和本市实施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引才计划（工程），2019年以来，依托这些计划

工程，成功引进多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海，依靠这些团

队又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做好人才团队的跟踪和服务保障

工作，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给予项目经费、人员经费和生活待

遇方面的支持。组织开展“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创新赛

道初赛工作，通过“以赛引才”“以赛选才”“以赛聚才”等人才

评价形式，发现并支持一批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推动

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建设，打造覆盖全球全领域的国际

人才动态数据库和国际人才地图，为用人单位精准引育人才、引

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推动国际科研合作提供数据支撑。二是接

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围绕青年

科技人才的成长阶段和创新领域，市科委先后实施了青年科技英

才扬帆计划、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浦江

人才计划等多个人才项目,截至 2022 年，共资助了 1.1 万余人，

总资助额 26亿余元。据统计，近 10年在沪单位当选的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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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60%以上、上海国家杰青中有 80%以上，曾受到以上人才项

目的资助。2019 年以来，我们优化项目管理政策,通过持续实施

减负行动，加大力度给予人才宽松的成长空间，已实现市科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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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人才保障服务品质。

上海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累计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以科技资源、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训及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服务。充分发挥

各区作用，构建以市、区和用人单位为主体的多层次科技创新人

才服务体系，优化“政策北斗”等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服务，推动

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一码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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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组织申报市级人才租房补贴入选 1618 人次，总金额 3883.2

万元。提升人才感受度和满意度。

关于“加强市场化的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的

建议。一是推动“一所、一中心、多机构”市场化专业化互利共

生的服务网络加速形成。上海市科委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建设、科技创新券、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等政策，推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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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海技术交易所）、一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多机

构（百余家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市场化、专业化、互利共生的

服务网络加速形成。上海技术交易所自 2020 年改制转企以来，

加快建设全国性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打造公平公正合规的技

术交易场所，累计进场成果 5445 个，成交金额达 152 亿元。国

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是全国首个市场化运营的国家级区域技术

转移平台，自 2015 年成立以来，持续推动高校院所、企业和服

务机构等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对接与服务合作，累计布局国际分

中心 11家，国内分中心 33家。搭建 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

接平台，自 2022年 8月发布以来，征集国际国内 1385家创新企

业 2617项需求，促成需求解决 581项，意向和正式交易 18.3亿

元。大力培育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例如容智构建“区域

型 TTO”，打通医疗机构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转化通道；绿丞提出

“科学家的合伙人”理念，专注新材料领域成果转化。近期涌现

一批投资驱动的技术转移机构，形成“转化+孵化+投资”的技术

转移模式，如国科新研聚焦高校早期医学成果与资本的对接，

2020年成立至今已投资并孵化早期项目十余个，融资额近 3亿元。

二是持续优化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发展环境。持续推动建立技术转

移人才制度体系，技术转移服务人才首次被纳入市级科技创新领

域紧缺人才目录，设立技术转移方向技术带头人，6名技术转移

人才入选；探索技术转移方向学历教育，同济大学首批 15 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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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移方向MBA/MPA学生毕业，上海交通大学招收 171名技术

转移专业硕士研究生；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设立了 10 个

实训基地，律师、投资人等一批高素质人才加入到高级技术经理

人队伍中。三是积极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市科技系统汇聚

高端智慧，积极组织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为科技人才施展

才华、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舞台。如承办由科技部和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着力搭建创新发展交流平

台、先进理念传播平台、学界思想争锋平台、官产学研互动平台、

最新政策发布平台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市科协主办院士圆桌会议、长三角科技论坛、

上海市科协学术年会等品牌学术活动，激发学术思想和创新观

点，为广大科技人才搭建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科技人才培养支持。配合市委组织部做好

东方英才计划，选拔培育引领专业技术发展方向的领军人才、拥

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业人才、承担核心任务的创新拔尖人

才、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和取得显著教学成果的教师人才，

助推东方英才逐步成长为专业领域旗帜。同时，积极推进海外引

进人才的本土化，创新海外引才留才用材制度，让海外高层次人

才融入上海，扎根上海，安心创新创业。二是强化“种子人才”

服务保障。积极做好高峰人才、院士、海外高层次人才、知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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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等“种子人才”服务保障工作，深入实施人才高峰工程和白

玉兰人才计划。三是实施制度化体系化“以才引才”。创新荐才

引才机制，配合做好建立顶尖科学家和重点机构自主推荐机制和

自主评定机制工作，深入推进小同行评审，分层分类聘请一批“引

才大使”，主动作为建立全球高端科技人才举荐通道，努力实现

“育凰引凤”。

感谢您对上海科技人才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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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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