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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需求，遵循人才规律，创新组织机制，积极承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加强优势学科和新增长点的培育，鼓励科学探索。年内，对脑科学与

类脑人工智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量子调控、人类表型组研究、未来显示、纳米科学与功能

材料、大数据基础、人体代谢与稳态和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等9个专题进行重点项目布局。

上海承担国家基础研究任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形成一大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上海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围绕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新形势和新要求，为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按照国家和上海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的要求，优化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环境。

3.2 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16年，上海在基因组学、蛋白质、脑科学、再生医学、量子、纳米、金属催化等前沿领域取得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突破性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新领域、开辟新途径、开创新方法的重大价值，有

力地推动了科学的前行，为解决有关健康、材料、安全等重大战略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创性科研成果涌现，助推战略性突破

上海科学家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情况

在《科学》(Science)
发表论文18篇，占全
国的28.1％，其中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 表 3 篇 ， 占 全 国 的
9.7%

在《细胞》(Cell)
发表论文4篇，占全国
的40.0％，其中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 2 篇 ， 占 全 国 的
28.6%

在《自然》(Nature)
发表论文7篇，占全国
的46.7%，其中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 5 篇 ， 占 全 国 的
33.3%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完
成水稻产量性状杂种优势的全基因组解析，鉴定出控制水稻杂种优势的
主要遗传（数量性状或基因）位点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国际上首个携带人
类自闭症基因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研发了一整套高效的膜蛋白核磁技
术，首次揭示了线粒体钙离子单向转运蛋白MCU跨膜核心区域的三
维结构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和上海科技大学等：研发了一种全新催化剂活
性位结构，实现了在温和条件下合成气高选择性直接制备烯烃

华东师范大学：发现离散标度率不变的费米量子气体新奇的动
力学膨胀行为，揭示了强相互作用超冷费米原子气体所隐含的
动力学对称性

复旦大学：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液晶高分子光致形变材料构筑
出具有光响应特性的微管执行器，突破微流控系统简化这一世
界性难题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实现铜催化苄位碳氢键的不对
称氰化反应，以最短的路线合成了手性腈类化合物

数据截至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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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科技人才队伍发展，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深化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加快建设科技人才工作平台，提升科技人才服务效能，进一步健全科技人才

培养支撑体系。基本完成了“十三五”科技人才规划的编制，修订了《上海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管

理办法》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在项目申请条件中取消了职称限制。通过各类计划均衡布

局，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鼓励产学研协作和人才流动。

推进国际人才试验区建设，制定出台《关于“双自”联动建设国际人才试验区的实施意见》，围绕引

才、育才、用才制度的改革，实施“双自”联动建设国际人才试验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和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战略高地。

上海“人才30条”发布，人才政策持续释放利好

9月25日，《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简称“人才30条”）正式印发。在2015年发布的“人才20条”的基础

上，着重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完善和突破。主要政策包括加大紧缺急需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力度、创新科学高效人才管理制度、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等，进一步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增强活力和动力，营造良好人才成长环境。

“人才20条”等政策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集聚创新创业人员、优化科创中心软环境等方

面成效显现。截至11月，全市共受理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556人，居住证积分达标并通

过审核4520余人，居转户由7年缩短为5年的有588人，直接落户136人。

1—12月中旬，上海获国家基金委项目3796项，经费合计22.68亿元。

1—12月中旬，
上海获国家基金
委项目3796项

重 点 项 目 78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378项

重大项目19项

重大研究计划65项

面上项目1901项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7项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9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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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124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18项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6项

专项基金项目6项

应急管理项目56项

联合基金项目63项



实施科技人才计划，优化创新人才队伍结构

推进国家和市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实施，不断完善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优秀

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浦江人才计划等在内的立体式、多层次梯度资助体系，年内，共受理人才计划项目

网上申请3734项，其中有效申请3491项，最终立项1071项，总资助率为30.7%。

为加快优秀青年学术与技术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帮助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快成长，加大青

年人才计划的支持力度，对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资助强度、资助规模进行了提

升。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资助人数从上年的150人增加至160人，每人资助金额从上年的10万元提高至20

万元。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资助强度翻番，从原来的每人资助经费20万元提高至40万元。

2013年启动

累计196
2016131人，

人

2011年启动

其中创新人才663人，创业人才135

地方“”
2016年入选122人，累计798人

人

1995年启动
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

2016年入选100人，
累计1317人

2005年启动  
浦江人才计划

2016年入选286人，
累计3073人 2006年启动

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
2016年入选106人，

累计1292人

2008年启动

其中创新人才810人，创业人才84

2016年入选123人，累计894人，

人

1991年启动
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2016年入选100人，

累计2443人
资助强度翻番

2012年启动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2016年入选47人（个），累计168人（个），
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91人，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47人，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7个，创新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13个

2014年启动  
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2016年入选160人，

累计460人
资助规模扩大，资助强度翻番 科

技
人
才
计
划

2016 |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以薪酬评价、投资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市场化方法引才聚才

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保障高校、科研院所用人自主权

突出业绩导向、做好放权和服务工作

实施更积极、开放、有效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

上海
“人才30条”

针 对 海
外 人 才

针 对 国
内 人 才

人 才 配
套 服 务

推进用人
制度改革

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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