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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交通领域科技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必要性 

本市交通科技创新既是行业转型要求，也是上海发展要求，

更是国家战略要求。本市交通行业在关键领域技术科技攻关、数

字化转型、成果推广应用等科技创新工作中，目前还存在各科技

创新项目相对独立、系统性不强等发展瓶颈。为支撑本市交通行

业科技创新更好开展，促进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突破一

批行业核心技术瓶颈，有必要建立科技发展与交通运输协同创新

工作机制，完善上海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体系，不断优化完善交通

科技创新环境。 

为此，市交通委和市科委依据交通运输部和科学技术部联合

印发的《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十四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联合起草了《上海市交通

领域科技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行动计划》通过明确具体任务，统筹推进 2023–

2025 年本市交通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二、主要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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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共五个部分，分别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

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交通强国和数字

中国等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完善本市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体系。 

（二）基本原则。坚持自立自强，加速创新；坚持创新驱动，

加强引领；坚持协同融合，开放共享；坚持数字赋能，提升能级

的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至 2025 年末，基本建成符合本市科创中

心和交通强市建设要求的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环境

不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全面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应用

取得新突破，人才发展环境更加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更加顺

畅，科技创新驱动、支撑和引领行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四）主要任务。从夯实基础设施建管养技术、提升交通装

备自主水平、促进运输服务数字转型、探索绿色交通技术发展、

推动智慧交通融合发展、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强化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等 7 个方向，布局了 23 项主要任务和 7 项科技工程。 

一是夯实基础设施建管养技术。提出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关

键技术、基础设施全寿命维养及改造技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

智慧化关键技术、城市更新综合技术等任务，推进超级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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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维养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工程。 

二是提升交通装备自主水平。提出了智能载运装备技术、专

用作业保障装备技术等任务，推进交通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

程。 

三是促进运输服务数字转型。提出了便捷城市交通运行服务

技术、出行即服务一体化关键技术、经济高效智慧航运和物流关

键技术等任务，推进一站式运输服务试点工程。 

四是探索绿色交通技术发展。提出了绿色施工关键技术、绿

色能源关键技术、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等任务，推进交通运输低碳

技术攻坚工程。 

五是推动智慧交通融合发展。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区块链技术应用、北斗导航系统技术应用、智能网联交通管控与

评价技术应用等任务，推进智慧交通先导应用试点工程。 

六是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提出了交通安全全方位智能化

保障、交通工程风险防控技术、韧性交通系统理论和技术等任务，

推进交通安全保障技术攻坚工程。 

七是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强

化建设科技人才队伍、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增强科普服

务能力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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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包括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构建科技人才高地、打造行业科创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