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国家战略，围绕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
点产业领域，国家重大任务有序
推进，重点领域战略布局和攻关
力度不断强化，研发与转化功能
型平台建设提速，一批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加快突破，
在“中国芯”“蓝天梦”“创新药”
做出了“上海贡献”，为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发挥了科
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
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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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强化技术攻关，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月，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新药甘露寡糖二酸
（GV-971）完成临床3期试验

7月，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国家智能传感器
创新中心在沪揭牌成立

9月，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

5月，中国首颗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高分五号
卫星发射

9月，中国首艘专业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出坞下水

12月，《促进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2018—2020年）》发布

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启动建设和运行



制定出台《关于本市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开展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培育和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明
确平台的财政资金投入方式、规范平台的具体建设要求，努力推动形成“开放竞争、动态调整、市区联
动、上下结合”的功能型平台建设发展新格局。

推进模式和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石墨烯、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和类脑芯片等平台，在共
性技术服务、人才队伍集聚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初见成效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是促进产业技术研发与转化，培育创新型企业，引导区域产业创新发展的
重要载体。平台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为使命，聚焦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服务各类创新主体，发现、培育
和集聚创新型企业。

2.1 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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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遴选机制

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启动建设和运行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引入开放
竞争机制，遴选出具有优势和基础的
平台主体参与建设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市 场 化 程 度 较 高 的 领 域，先 投 入 建
设，形成一定的技术、人才和服务功
能优势后，支持功能型平台启动建设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首批平台建设
成效初显

机器人、低碳技术、工控安全服务、工业互联网、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等平台加快启动立项程序

第二批
启动立项



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呈现健康稳步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研发创新能力处在全国的前
列，产业链更加完善，产业创新服务条件进一步优化。生物医药产业预计全年实现经济总量3250亿元，
同比增长7%，其中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1200亿元，同比增长10%左右。

生物医药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通过1年的运行发展，首批“1+5”功能型平台已具备一定的创新服务支撑条件和能力，正在成为全
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载体，带动产学研合作和企业落地。

首批功能型平台建设成效显现

着眼国家战略需求，积极承接和实施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加快突破一批高端装备和产品关键技术，优
化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助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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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建成全国首条8英寸“超越摩尔”研发中试线和硅光子技术平台

智能制造平台上线汽车动力总成零件智能制造验证示范线，获国家04专项支持

石墨烯平台建成5条中试生产线，形成百公斤级中试生产工艺和解决方案，达成7项成果转化项目合作

生物医药平台加快建设抗体药研发中试线、生物药中试放大平台、细胞制剂研制服务平台，累计提供服务40万次

产业创新服务功能加快形成

已启动平台的引进团队总数超过500人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集成电路平台分别被授予智
能传感器和集成电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创新资源和高水平人才加快集聚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孵化的磁存储器、CMOS集成
六轴传感器等技术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类脑芯片平台研发的AI芯片和神经信号记录芯片，作
为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国际集成电路会议上受邀展示

重大创新成果加快涌现

2.2 打造高端产业新动能

第2部分     强化技术攻关，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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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加快创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和通关便利化试点
落实定制化的土地和环保政策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投融资体系
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在市域范围内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统筹优化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和公共配套
    重点推动“张江药谷” 就地拓展、提质扩容
    推动张江与金山、奉贤、临港等园区错位互补、联动发展
    协力推动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

坚持质量和效益优先，
重点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
    多渠道集聚和培育一批具有引领性的龙头骨干企业
    支持企业构建完善的生产制造与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药品和高端医疗器械流通体系

基 本 建 成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生 物 医 药 创 新
策 源 地 和 生 物 医 药 产
业集群

产业规模达到4000亿
元，申报上市药品50个
以上，申报上市三类医疗
器械，产品100个以上

亚 太 地 区 生 物 医 药 产
业高端产品研发中心、
制造中心、研发外包与
服务中心

具 有 全 球 资 源 配 置 能
力 的 现 代 药 品 和 高 端
医疗器械流通体系

2个体系3个中心3个指标

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

到2020年 到2025年

保障措施 组织实施

构建工作推进新机制
构建园区运作新机制
组建咨询专家委员会
推动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提升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研发中心
    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和高端核心产品的研发攻关
    进一步提升临床研究和转化能力
    有效整合各领域创新和产业化资源
    健全研发外包与服务产业链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尽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新一轮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发布



药品与医疗器械加快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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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与转化能力有效提升

张江药物实验室揭牌
实验室将以疾病为中心，以“出原创新药”和“出引领技术”为
目标，聚焦基于疾病机制研究的新药发现，以及药物研发新方
法、新技术发展，有效解决中国生物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关键核
心技术的问题

药明生物全球创新生物药研制一体化中心开工奠基
预计2020年初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建成后，中心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生物药研发制药中心之一，可同时容纳3000多位科学家
工作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快建设
新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累计拥有6家

01

02

03

01

02

03

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试点形成
“和记黄埔”和“安必生”等成功案例，安达保险等8

家公司推出商业责任险，专项风险保障资金已向4
家研发机构提供保费补贴。截至年底，34个MAH试
点品种，其中9个获批上市；47家申请人申报MAH试
点73个品种（121件），其中33个品种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且尚未在国内外上市的1类新药

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在全市范围内试
点，对试点品种全程跟踪服务，开展对
科研机构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培育和服
务，建立跨区监管的监督检查和质量
保障的责任体系。截至年底，4家企业
的7个产品获准许可，10家企业的17
个产品进入优先注册检测通道，约57
家企业有参于试点的意向

加快推动医疗器械委托生产试点

截至年底，全市共39家企业的130个品种
（197个批准文号）启动一致性评价工作,递

交一致性评价申请38个。现有21个品种规
格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中13个品种规格被
国家药监局批准为仿制药参比制剂

有序开展仿制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
提出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药品医疗器
械上市、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研
发高地、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
理和服务、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和强化保障
措施等6方面32项改革措施

出台“鼓励药械创新32条”

深入推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

第2部分     强化技术攻关，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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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和上海绿谷制药有限
公司联合研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D）新药GV-971完成临床3期试
验，结果显示，GV-971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望填补国
际上16年来无AD治疗药物上市的空白。10月，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
市申请

甘露寡糖二酸（GV-971）完成临床3期试验

由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小分子VEGFR
抑制剂新药呋喹替尼胶囊（爱优特）获批上市

1.1类化药呋喹替尼胶囊（爱优特）上市

经过1500多例临床验证，由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国产首台
一体化PET/MR获国家食药监局认证，正式推向市场。目前产品在多
家三甲医院和影像中心装机投入使用

联影一体化高清TOF PET/MR获批上市

由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Tubridge®血管重建装
置获批上市，是国内首个获准上市的国产血流导向装置

Tubridge®血管重建装置获批上市

麝香保心丸循证研究自2009年启动，历时9年完成，从临床上证明了
麝香保心丸治疗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长期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麝香保心丸完成循证医学研究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多项成果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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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上海半导体工艺、制造和集成电路设计等基础优势，聚焦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关键共
性技术，启动建设国家级创新中心，加快推进集成电路功能型平台建设，持续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集成电路产业高地加快形成

开展多方协同xID图谱及ID转译、大数据交易领域专业数
据搜索引擎、区块链公共账本交易确权等关键技术研究，
建成国内最大的数据交易中心，实现数据交易供需双方的
自动匹配、交易数据的脱敏处理及数据使用许可的合规转
移。截至年底，累计数据交易品180项，占全国线上数据交
易量的50%左右。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快速渗透到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府服务和产业发展的方
方面面。成功开发拟态域名服务器、拟态路由器、拟态web虚拟机和拟态云服务器等多种成套网络设备
和系统，并在第5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行展示。11月，上海红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红阵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复旦大学等单位牵头研制的通用拟态大数据平台，成功入选工信部确定的年度大数据产业
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将为中国在大数据分析挖掘领域实现高效能和高安全提供原创性技术路径。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加快推进

第2部分     强化技术攻关，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在沪开工建设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开先KX-6000系列处理器获第20届
工博会金奖

支持集成电路功能型平台筹建，完成国
内自主研发的首台90nm工艺ArF光刻
机、14nm工艺刻蚀机等国产重大高端装
备的评价验证服务 持续推进华力电子二期、中芯

国际SN1等重大建设项目，其
中华力二期12英寸先进生产线
正式建成投片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5nm等离子体刻蚀机经台
积电验证，将用于全球首条5nm制
程生产线



大会共吸引40多个国家7.2万
名嘉宾、共20万人次参会观展

汇聚国际顶级科学家、国内外
领军企业领袖等一批重量级
嘉宾参会并发表演讲

在全球人脸识别算法测试中，
上海依图科技的算法统揽竞
赛的冠亚军，在千万分之一误
报下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9%

上海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推出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搭建公检法三机关
工作协同平台，系统将在全国
公检法系统进行推广应用

引进亚马逊AWS等3个人工智
能研究院，京东等8个人工智
能创新平台，阿里巴巴（上海）
等10个创新中心落沪

推动开放协同创新，成立全球
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等5个
创新联盟

引导资本支持人工智能发展，
推动设立上海市人工智能产
业投资基金，跟踪落实G60科
创走廊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等
已签约产业基金

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自
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揭
牌成立

多措并举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把人工智能作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打响上海“四
个品牌”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先战略。

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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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部市合作，推动全市8个
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工信部人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创新项目

组织实施上海市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专项，共支持两批80余
个人工智能项目，进一步提升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能力、拓展人工智能融合
应用场景、加强人工智能数据
资源支撑

落 实 2 0 1 7 年 颁 布《关 于 本 市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实施意见》

2 0 1 8 年 出 台《关 于 加 快 推 进
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办法》

举办2018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
搭建国际高端
合作交流平台

完善人工智能
政策体系,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加强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示范应用

促进全球创新
资源汇集共融,
形成开放发展

生态环境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培育人工智能产业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25

国产大飞机研制工作获重大突破

重点新材料加快研发及应用

8架ARJ21已交付国内航空公司，执飞
国内8条航线，通航城市20座，安全载客
运行18万余人次

C919大型客机101和102两架已转场开
展试飞取证工作，成功完成2.5G极限载
荷静力试验，103架机成功首飞

CR929宽体客机完成概念设计和展示
样机，进入产品定义开发阶段，完成复
材前机身样段制造

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300毫米硅片通过华力微电子、中
芯国际产品工艺验证，成为国内首家能够稳定批量提供300毫米硅片产
品的企业

布局推动300毫米大硅片产业化项目

前瞻引导氮化镓等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研发

布局引导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

镓特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突破4英寸自支撑氮化镓晶圆片规模化
量产技术，自主研发出氮化镓生长用HVPE设备和成套工艺，正在安徽铜
陵建设年产3.6万片的全球最大的氮化镓晶圆片生产基地

上海石化开发出48K大丝束碳纤维的聚合、纺丝、氧化炭化成套工艺技
术，形成了千吨级PAN基48K大丝束碳纤维成套技术工艺包。48K大丝束
碳纤维获第20届工博会新材料产品一等奖

ARJ21

C919

CR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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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高分五号卫星在太原成功发射。卫星具有高光谱、偏
振、多角度、掩星、耀斑等多种观测手段，是国内目前探测手段最多的光学遥感卫星，并首次实现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内陆水体水质等高光谱定量监测。卫星具有比辐射计、变温黑体等7类星上定标器，可为
中国大气、水、生态环境监测，自然资源调查等提供优质的高光谱数据产品。此外，高分五号在第20届
工博会展出并获最高荣誉奖。

中国首颗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高分五号卫星发射成功

无人驾驶技术加快落地

总重：2.7吨
设计寿命：8年
运行轨道：太阳同步回归轨道
平均轨道高度：705千米

采用SAST-ML1
卫星共用平台

③大气气溶胶多角度
偏振探测仪

①大气环境红外甚高
光谱分辨率探测仪

配置6个先进载荷

②全谱段光谱成像仪

④大气主要温室
气体检测仪

⑤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

⑥大气痕量气体差分
吸收光谱仪

2018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3月，上海率先成为国内首个颁发自动驾驶道路测试
牌照的城市，并已向上汽集团、蔚来汽车、宝马中国、图森未
来、初速度5家企业发放测试牌照。目前，基于上汽marvel 
X和蔚来ES8平台的共享汽车工程样车正在嘉定半封闭道
路开展测试，积累测试数据并推进全市自主泊车地方标准
制定。

无人驾驶方面，在前期布局的低速无人清扫车、嘉定
智能驾驶试车场等基础上，针对智慧出行“最后一公里”场
景中的自动唤车、自动还车需求，突破低速无人驾驶、自动
泊车与充电等关键技术，开展智能共享电动汽车研发和示
范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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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航 天 技 术 研 究 院 承 担
了 嫦 娥 四 号 巡 视 器 移 动 分
系统等五个半分系统，以及
着 陆 器 一 次 电 源 分 系 统 的
研制

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月球探测的新旅程，将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来自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科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此次月球探测贡献出“上海智慧”。

嫦娥四号奔月计划展现“上海智慧”

中 科 院 上 海 技 术 物 理 研 究 所
研 制 巡 视 器 有 效 载 荷 红 外 成
像光谱仪，着陆器的激光测距
敏 感 器 、激 光 三 维 成 像 敏 感
器，而两大敏感器的激光器由
中 科 院 上 海 光 学 精 密 机 械 研
究所研制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
制了航天器的多种无机热控
涂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则为其研制了多种有机
热控涂层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天马望
远镜承担了中继星天线在轨
指向标定工作

持续推进海底观测网建设，完成用海审批；提升极地科考的服务能力，支持研发服务极区科学调
查的智能化破冰船；加快推进深远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彩虹鱼”号无人深潜器成功挑战马里亚纳海沟
万米深渊；突破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港池航道水深能级拓展关键技术，成功应用于洋山港四期码头。

深远海洋工程装备成果显现

9月10日，由中船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和芬兰
Aker北极公司联合设计，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造的中国首艘专业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在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坞下水。“雪龙2”号采用
国际先进的船艏船艉双向破冰船型设计，具备全回转电力
推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360度自由转
动，并可突破极区20米当年冰脊，能满足无限航区要求。 

第2部分     强化技术攻关，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