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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环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的零号湾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打造集基础研究、前沿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硬科技”创业、产业集群、休闲娱乐、生活安居为一体的国际化高品质滨江新城，与杨

浦区形成南北呼应的格局。

零号湾创新创业集聚区全面升级

中以（上海）创新园1期办公场地规模约6000m2投入使用，入驻国内外企业、机构20余家，联合“创

新研发+双向技术转移+创业企业孵化”的功能效应初见成效。

编 制《中 以（上 海）创 新 园 建 设 方 案》《关 于 加 快 建 设 中 以（上 海）创 新 园 的 行 动 方 案
（2019—2021）》，明确中以（上海）创新园定位于“联合创新研发+双向技术转移+创业企

业孵化”，打造“宜居、宜创、宜业”的国际创新合作示范区

中以（上海）创新园开园

5月26日，中以（上海）创新园建设推进会暨首批合作机构签约仪式举行。雷哈韦等10家
首批入驻企业和合作机构代表签约；上海创新中心（海法）公司、中以创新园（上海）有限
公司揭牌；上海创新中心（以色列）在海法、特拉维夫、贝尔谢巴三地设办公室

9月9日，首届中以创新合作成果展示会Innoweek期间，上海创新中心（以色列）特拉维
夫办公室揭牌

12月5日，中以（上海）创新园开园

4.3 提升各类创新创业主体能级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建立和完善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壮大科创板

优质上市企业后备队伍。

做好顶层规划

落实双相载体

高品质生活

高起点规划

高密度创新

高流量人群

高水平服务

三大功能 建设原则

产城融合

成果转化引领

创新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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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需要，建立完善创业团队→小微科技企业→高新技术（含

入库培育）企业→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卓越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与服务链。

科技企业创新扶持体系不断完善

初创及小微科技企业（创新资金）
申报企业7255家
立项支持1672家

立项支持177家
累计2155家

科技小巨人工程

高新技术企业
新认定5950家
有效期内累计12848家

科创板上市的13家企业均
为高新技术企业

深 交 所 上 市 企 业 中 上 海 高 新
技术企业55家，约占全部深交所
上市上海企业总量的70%

上交所主板上市高新技术企业65家，
约占上交所上市上海企业总量的
30%

前 三 季 度 高 新 技 术 领 域 的 高
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总体稳步

增长，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高技
术服务、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等领域

销售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特别是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高企销售收入与利

润总额增长幅度均超过26%

截至9月底，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累计拥有有
效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分别为7.33万
件、14.52万件、2.17万件、2519

件 ，分 别 占 全 市 总 量 的
5 7 . 5 4 % 、5 8 . 5 1 % 、

35.79%、62.04%

落实《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意见》，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一网通办”，提升服

务效率；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发现机制，比对梳理出近7000家科技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和服务对象；开

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宝山、浦东、崇明、长宁、静安、虹口、黄浦、松江、金山、奉贤等出台高新技

术企业相关配套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加大

上海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者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上海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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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品牌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蓝海制造专题赛

大赛特点

5月21日，2019年第一期科创板上市培训活动暨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发布仪式举办。科创板企业培

育库是汇聚优质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的科创企业资源库，并通过有效对接服务资源，及时解决政策

性问题，助推科创企业上市。截至年底，近900家企业入库，培育库已形成入库企业的配套服务机制，推

动一批骨干科创企业快速登陆资本市场。

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六项
分赛活动

2019上海国际创客大赛以“匠心无界”为主题，发挥InnoSpace孵化器、新微创源、智慧湾、华东无

人机基地、北斗西虹桥基地、上海海洋国家大学科技园等优势资源，鼓励创客以匠心精神打造创新项目、

以“无界”态度广纳各方所长。大赛设置系列专题赛、科技成果展示、产业资源对接等环节，为国内外创客

搭建起“无界”沟通的桥梁，助力创新科技的成果落地转化。

2019上海国际创客大赛，点燃个体创新激情

2019“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以“创业在上海”为主题，旨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宣传创新创业人物，树立创新创业品牌，打造一批科技创业明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9“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营造双创氛围

无人机专题赛

3D打印专题赛数字创新国际专题赛

长三角北斗专题赛

智慧社区专题赛

成立2—5年的成长期企业依然是主
力军，占比60%以上

报 名 参 赛 企 业 7 2 5 5 家，占
全国参赛企业总数（30287
家）超过五分之一

市 级 层 面 创 新 资 金 立 项
支持1672家，推荐215家
企 业 参 加 全 国 行 业 总 决
赛，其中94家获全国优秀
企业

首次报名参赛企业4050家，增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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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券服务不断优化

仪器共享服务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集聚配置创新

资源和要素。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券跨区域互联互通，扩大政策受惠面，促进创新服务与研发需求的跨区域对接，

着力打造上海科技服务品牌效应。

4.4 构建开放共享的协同创新网络

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快构建

累计向1.01万家次企业发放11.56

亿元科技券（仪器券），企业购买创
新服务4.2万次，研发总支出约6.18

亿元，对4500家次符合补贴要求的
单位进行补贴，投入经费13396.5

万元

技术转移服务

累计向820家次企业发放9792.68万
元创新券，带动企业创新投入超过2

亿元，节约企业研发成本7.1亿元，
带动服务机构收入增加超过2.7亿
元，促成技术交易超过30亿元，带动
产业化投入资金18亿元

共同推动长三角技术市场一体化，提升长三角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能级，加快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

三
个
联
动

实施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专项计划，加快突破共性技术需
求，开展示范应用，构建一体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共同举办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等活动，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创新活
动品牌

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制订《上海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实施方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抓好“七个重点领域”合作、“三个重点区域”建设。结合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实际和长三角区域协同创

新已有基础，紧紧围绕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在思路上重点推进“一个聚力、三个联动、

一个接轨”。

区域协同创新规划贯彻落实

创新品牌联动

创新平台联动

科技计划联动01

0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