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资金管理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市级财政科技投入联动管理机制初步建立，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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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完善财政投入机制

推动财政科技投入管理改革

加快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针对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问题开展系统调研，对收益计算“净收入”的判定、高校不允许对外投

资、人员现金奖励税负过重、工商注册登记等关键问题予以明确突破。《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

案）》、上海人才新政“30条”等政策法规对成果转移转化一些关键问题的突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从实际

进展看，全市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不断涌现。例如：上海理工大学与上海海事大学，成功试点“先投后奖”

和“先奖后投”的成果转化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出台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政策，包括成果管理、收益分配、兼

职人员管理等方面；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印发《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专利申请与维持费用管理条例（试

行）》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横向项目管理办法》；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制定“两个50%”的奖金分配

制度；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制定《上海光机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试行）》等。

市转制院所从事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服务等公共职能，建立健全政府稳定资助、竞争性项目经费、对外技术

服务收益等多元投入发展模式。同时，对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化工研究院2家院所2015年度的公共职

能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给予相应的财政经费扶持。

用两年时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功能清晰、信息公开、绩效导向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系和部门科技投入联动协同、重大科技投
入统筹聚焦的管理机制

实 施 目 标

重 点 工 作

建设统一的市级财政科技投入信息
管理平台

依托政务外网，建设全市统一的财
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将全市
19个市级科技专项纳入到统一的财
政科技投入信息平台管理，实现对
专项指南的集中发布，项目的一站
式网上申报受理、统一编码和信息
公开，以及专项信息跨部门共享

财政科技投入专项优化整合与联动管理

●将全市财政科技投入专项优化整合为基础前沿类
专 项 、 科 技 创 新 支 撑 类 专 项 、 技 术 创 新 引 导 类 专
项、科技人才与环境类专项，以及新设立的市级科技
重大专项五大类

●制订各分类专项联动管理实施细则，并根据联动管
理需要，完善相关专项管理办法

●研究新设科技类专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分类
专项联动管理年度报告进行评估，研究提出专项优
化整合建议

加强市级科技重大投入统筹聚焦

围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
实施一批重大战略项目的任务要求，
实施市级科技重大专项，集中资源，
加强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研究拟定市
级科技重大专项的统筹协调实施方案
以及项目包资金支持渠道，并按照方
案确定的资金渠道相关规定，对重大
专项相关项目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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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本市加强财政科技投入联动与统筹管理实施方案》发布，将全市19个市级科技专项优化整合为基

础前沿类、科技创新支撑类等五大类，并纳入到统一的财政科技投入信息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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