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出台《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意见》

构建支持科技型企业成长各阶段的政策扶持链，引导众创空间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激发创新创业内在动力。

4.3 优化创新创业服务

科技企业创新扶持体系不断完善

鼓励支持参与创
新 创 业 大 赛 ，
2018年支持团队
项 目184项，资
助金额920万元

2018年支持企业
1751家，市区两
级创新资金投入
3.5亿元

全 市3705家 企
业 通 过 认 定，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
企业9250家

新增180家科技小巨
人 ( 含 培 育 ) 企 业 ；全
市 累 计1798家，两
年 实 施 期 内 企 业 科
研投入72.3亿元

精 准 服 务 首 批
10家 卓 越 创 新
试 点 企 业，开 展
专 题 座 谈，精 准
了解企业实际问
题、推进解决

科技创业团队
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

卓越创新企业

全 面 增 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创 新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
成为打响“四大品牌”、率先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预 期 到 2 0 2 0 年，全 市 有 效 期
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1.5万
家左右；到2022年，全市有效
期 内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总 量 超2
万家总 体

思 路
工 作
目 标

主 要
举 措

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
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载体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

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优化科技金融生态
为高新技术企业降税减负

优化创新政策环境
优化完善认定流程
加快专利审查速度

提升政府创新服务水平

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和水平
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培育和集聚
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

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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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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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第3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首届长三角国际创新
挑战赛、上海国际创客大赛等活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日趋浓郁。

一系列品牌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征 集 长 三 角 企 业 创
新需求958项，其中
上海458项 

9 月 2 6 日，首 批 征
集的长三角500条
需求面向全球发布

智能车联网
应用黑马赛

城市智能
更新大赛

智能硬件
创客大赛

智能校园
创客大赛

3D打印
创客大赛

区块链创客
黑马赛

区块链
产业创新

论坛

需求征集 解决方案征集 奖励及后续支持

发布需求 竞争对接

高新技术企业799家，同比增长33.8%          平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4.22件

93.9%的技术来源于企业自主研发

“硬科技”占比68.5%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项目占比22.4%

物联网项目174项

人工智能项目220项

区块链项目数是上年的4.5倍

脑机接口、外骨骼等前沿技术首次亮相

大赛
特点

参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

创业者高峰年龄35岁左右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近90%

“双创”人群趋于成熟和高学历化

“硬科技”特征更加鲜明

5月22日—8月30日，主题为“硬科技·创未来”
的2018上海国际创客大赛在上海举办。大赛共吸
引了由820名创客组成的210个优秀团队参与。

1月19日，2018年“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启动，共有
7742家小微企业和团队报名参赛，同比增长6%，其中首次参赛企业3627家，占比56%；超过60%的企业成
立不到5年；近70%的企业上年度收入小于500万元。

2018“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4月19日，第3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首
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启动。

第3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2018上海国际创客大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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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众创空间培育体系，以运营模式、服务业绩和孵化成效引领示范，众创空间“专业化、国际化、
品牌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孵化服务能力、海外对接能力和连锁运营能力均有效增长。

上海众创空间“升级版”加快打造

数量

超过500家

总面积

超过320万平方米

在孵和服务企业和团队

超过2.7万家（个）

“三化”培育众创空间

39家（专业化20家、品
牌化11家、国际化8家）

“三化”培育引导众创空间

100家（专业化培育引导59
家、品牌化培育引导29家、
国际化培育引导12家）

自2015年以来，上海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结合全市实际，从立法、政策、行
动计划等多层次加快突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制约，取得阶段性成效。

旨在围绕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示范、科技成果转化功能要素配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载体建设等方面，建立主
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协作网络化，开放高效、氛围活跃、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特色
服务功能示范

方向1：

创业导师工作室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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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示范
专题一

专题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功能要素配置

国际技术转移渠道示范方向1：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建设

方向2：

专题三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载体建设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构建完善



海外渠道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渠道覆盖17个省市

合作机构包括高校院所及行业协会25个

科技服务机构218家

亨石科技种子基金 2000万元

科创转化投资基金规模1亿元                                   

设立早期成果直投项目，财政
支持配资额1000万元

铺设国内外技术渠道网络274个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3支

三个特色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技术实验验
证平台4家

线下形成服务需求2.2万余条

聚集各领域专家6700余名

促成技术成果转移转化283项

服务技术交易合同额161亿元

向300余家企业提供技术验证与
再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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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技术转移机制改革
国际化网络建设
军民融合双向转化 三个环节

着眼释放源头转化动力
激发主体转化活力
提升机构转化能力

五个示范
技术网络全球化
科技资源共享化
创新主体多元化

 科技服务专业化 
军民融合产业化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致力于提供技术交易、科技金融、产业孵化全链条服务，打通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间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6月12日，《上海市建设闵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行动方案（2018—2020年）》发布。

自2015年发放以来，累计向6215家企
业发放3.35亿元科技券，企业购买创
新服务3.25万次，研发总支出约4.33
亿元，对3163家符合补贴要求的单位
进行补贴，投入经费8617.55万元

11月22日，《上海市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发布，明确创新券的组织机制、使用范围、支持方
式、各方职责、使用流程和监管要求。

科技创新券服务不断优化

仪器共享服务

自2016年发放以来，累计向500家企
业发放5656.86万元创新券,兑券总额
4794.97万元，带动企业创新投入1.1
亿元，节约企业研发成本2亿元

技术转移服务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平台建设初具成效

上海闵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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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推进科技金融工作，通过普惠性财税政策和科技信贷、风险投资、上市融资等多途径，服务
企业创新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充分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创业的助推作用。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4.4 推动科技金融深度结合

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等3项普惠性税收政策，2018年
落实上年度企业减免税收总额334.05亿元，同比增长26.40%，覆盖企业16374家次。

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强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享受企业3310家

减免所得税160.97亿元
同比增长13.66%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享受企业12890家

减免所得税167.96亿元
同比增长35.3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

享受企业174家

减免所得税5.12亿元
同比下降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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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市科委科技创新政策智慧服务平
台⸺“政策北斗”在网页端和微信端同时上线
运行。平台通过应用大数据、文本挖掘、新媒体
等 新 技 术、新 形 式，利 用 政 策 文 本 数 据 化 等 手
段，将 科 创 政 策 进 行 了 系 统 化 集 成，为 社 会 公
众、行政相对人提供从政策宣传、解读、咨询、办
理、评估等全链条的科技政策服务，实现科技政
策的“可见”“可及”“可得”。目前，平台已涵盖市
科委办事事项和计划项目，涉及国家、上海市及
部分行政区等各个层级，根据人才、企业及高校
院所进行细分的科技政策百余项。

“政策北斗”政策导航平台上线运营

提高政策友好度

政策北斗助力创新

提高政策
满意度

提高政策
知晓度

可及

可得 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