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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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区金泽镇、朱家角镇,吴江区黎里
镇 , 嘉 善 县 西 塘 镇 、姚 庄 镇，面 积 约
660平方千米

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
面积约2300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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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
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

10月25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方案由总体要求、定位和目标、率

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探索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加快重大改

革系统集成和改革试点经验共享共用、强化实施保障等6个部分组成，明确45条具体任务。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

一
个
聚
力

4月26日，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开通启动。为解决跨区域科技资源使用难题，平台探索性

地提出“4+1+N+X”跨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运营模式，即由沪苏浙皖四家建设单位共同认可的一家市

场化运营机构，作为长三角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和运营的责任主体，通过市场化手段吸纳N

家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为长三角X家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跨区域的科技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区

域内共建9个服务站点，与苏浙两省八地建立“科技创新券”跨区域互认互用机制，逐步构建长三角区域

科技服务体系。

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开通启动

对标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使命要求和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目标任务，强化长三角优势创新资源协同，共同推动长三
角成为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聚力服务国家战略

一
个
接
轨

共同打造各具特色创新示范点和创新发展廊道，努力将
长三角打造成为太平洋西岸创新创业新地标

以空间接轨，共同构建
长三角创新生态体系

截至年底

战
略
定
位

空间布局

示
范
区
范
围

先行启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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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家法人单位 31164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施 总价值超过360.5亿元

两轴⸺沿沪渝高速和通苏嘉高速的两
条创新功能轴

三组团⸺以青浦新城、吴江城区、嘉善
新城等节点为支撑的城市功能组团

两核⸺环淀山湖区域和虹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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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3 日，由 长 三 角 三 省 一 市 共 同 举 办 的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在安徽省芜湖开

幕 。成果展主要采用实物、图文展板、模型相结

合的方式，重点展示长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最

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318件，共组织科技企业、

高 校 院 所 5 5 个 项 目 参 展，涉 及 大 科 学 装 置 、高

端装备、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创新合作。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举行

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致力于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探索长三角科技创新区域合作体

制机制创新，提升长三角科技创新竞争力。11月29日，第4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第2届长三角国际

创新挑战赛现场赛举办。

第4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释放企业创新需求

共享创新资源，协同创新驱动，推
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主题

约8000m2

五大展区

展区面积

原始创新展区

产业创新展区

序厅

技术创新展区

共享合作展区

汇聚一市三省844企业创新需求2434项（上海157项、安徽411项、江苏382项、浙江81项、
海外需求8项、其他省市45项），企业“悬赏”资金140.6亿元

挑战赛5月启动

征集解决方案733项（上海689项、江苏1项、浙江4项、安徽18项、其他省市13项、海外
8项），促成372项技术需求与研发能力（科技成果）成功对接，撬动需求方意向投入
22.3亿元

建立一个线下服务网络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探索一套协同保障机制
（配套政策服务保障机制）

在组织保障方面，形成三个“一”

建立一个线上信息平台
（上海国际技术商城）



引导大企业开放式创新，吸引19家跨国企业、24家国企、8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

带动区域创新驱动与转型，全市参与的12个区分别将其资源禀赋与挑战赛结合，释放区域创
新潜力、放大资源溢出效应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新材料专场征集到安徽有机固体废弃物绿色高效处理技术需
求，并挖掘到浙江省嵊泗、江苏等类似需求，对接上海企业解决方案；江苏企业与上海核工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上海核电集团及核工院的联合解决方案进行未来产业化可行性
论证

推动海外渠道资源对接，参加法国“VIVATECH”科技展，第3届世界医疗器械设计（中国）大会
中设立医疗器械专场，面向10个国家的25个医疗器械教育,研发机构与创新载体,300余家参
展企业征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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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1 0 3 家 上 海 高 校 、科 研 院
所、企事业单位的118项科技成
果 项 目 参 加 科 技 援 疆、新 疆 科
洽会、科技入滇、深圳高交会等
科技对接交流活动

为对口支援地区培养科技人才
及企业创新研发人员，全年组
织培训7批228人次

依托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普洱分中心，以专家调研、共建院士工作
站等形式解决当地企业所需；上海-红河
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中心、上海市生物医
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红河分中心揭牌

重点聚焦农林畜牧、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科技扶智能力提升等领域，支
持 国 内 科 技 合 作 项 目 1 9 项，总 投 入
7 0 0 万 元，带 动 社 会 投 入 超 2 0 0 0 万
元，预期经济效益超5600万元

01

05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结合对口地区的实际需求，发挥上海科技优势，通过机制建设、
项目实施、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形式，持续推进科技支撑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

打造科技扶贫合作平台

 推进人才及智慧扶贫

组织参与交流对接活动

参与机构更多、示范性更广、影响力更强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对口援疆和创新合作协议》
与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口帮扶与科技合作协议（2019—2023年）》
与克拉玛依市政府签订《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协议》

共谋合作规划

推动科技产业项目扶贫

0304

02

国内科技对口支援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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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打造成国际科技人文交流与
科技合作的平台，加强“一带一路”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与外
专人才工作的联动

吸纳中科院曼谷创新中心等成为联盟新成员，向“一带一路”
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代表授予证书，指导和推动建立联盟工
作例会机制、轮值举办年度论坛机制

组织各类创新主体参与中国-阿拉
伯国家博览会、南亚-东南亚技术
转 移 对 接 洽 谈 会，主 办 技 术 转 移
分论坛，参加上海-中北亚科技创
新 会 议，为 全 市 各 类 创 新 主 体 通
过克拉玛依走向“一带一路”国家
建立渠道

全球化创新网络加速拓展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联盟与项目活动有机结合

举办2019“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联盟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科技共同体”作用，共同为“一

带一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成立泛巴尔干地区天然产物与新药发现联盟，对中国与巴尔干

地区药物科学的发展与多边合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共建科技创新之路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不断优化 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创新合力

新增新加坡、葡萄牙2个合作国，与上海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或地区达21个。在科研合作方面，上海交

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正式批准的中国第1个项目中心；在创

新创业合作方面，新加坡全球创新联盟落地上海，意大利初创企业跨境加速营项目在中国的首发合作点

设于上海；在重大活动方面，第14次全球研究基础设施高官会、2019年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SKA）上

海大会暨第六届SKA工程大会均为首次在上海举办。

提升合作能力水平，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的支持

港澳台合作项目体现与港澳台地区科技创新合作的优势与特色

围绕培育大科学计划（工程）、依托大科学设施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设立
国际科技合作伙伴项目

企业间国际合作项目突出企业主体地位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项目加强项目间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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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 开 幕 式 暨 全 体
大会，4场特别论坛
和 1 1 场 围 绕 创 业
者 、区 域 、金 融 、政
策 、产 业 、未 来 科
学 、文 化 等 不 同 主
题的专题论坛

启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上海与新加坡签署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的备忘录、中以创新园首批合作机构签约、
国际化孵化器XNode与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签订相关合作备忘录、国家技术转移东部
中心荷兰分中心揭牌 

“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设专题研讨会上，
形成“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倡议

发布《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长三角氢走廊建设发展规划》《中国科技金

融生态年度观察2019》《2019“理想之城”全
球创新策源城市》等系列研究成果

A

C

B

主要成果

科技创新新愿景新未来

主题

构成

        10月29—31日，第2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论坛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宣读贺信 并 讲 话 。论坛汇聚44位诺贝尔奖得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

主，21位图灵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

菲尔兹奖等获得者，以及100多位中科

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外青年科学家。

论坛期间举行“莫比乌斯”论坛、“国际

大科学计划”战略对话、青年科学家论

坛及八大主题峰会。

5月24—26日，2019浦江创新论

坛在上海举行。新加坡和河北省分别

担任主宾国和主宾省。来自全球23个

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嘉宾及近4000

名代表参会，均为历届之最。

浦江创新论坛：书写新愿景、描绘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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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底，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456家，全国最多。外资研发中心为上海聚集了大量的创

新资本、创新人才，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超过4万人。同时，外资研发中心能级不断提升，已有49家成

为全球研发中心。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加速融入科创中心建设

与 默 克 公 司 合 作，推
动在生物医药产业领
域与本土企业对接

首次以市区联动的形式，聚
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两大
产业，组织50余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与微软、亚马逊、欧姆
龙等国际知名企业对接

与西门子公司签订合
作备忘录，在工业仿真
与设计优化、智慧能源
与数字化运维领域开
展联合研发合作

鼓励外资研发中心投入“本
土化创新”和融入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建立开放式创新
平台，吸引外部人才和团队，
成为新型的创新力量

截至年底，科创板已上市企业70家，其中上海13家，数量排名第一；上交所对205家企业做出受理

决定，其中上海企业31家，位居全国第四。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融资

4.5 推进科技金融生态建设

完善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机制，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培育

工作力度，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科技型企业成长提供金融支持。

上交所科创板正式开板

科创板首批25家企业集中上市，其中上海
企业5家

《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促进本
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浦江之光”）发布，从加大孵化培育
力度、推动改制挂牌上市、吸引集聚
要素资源、持续优化基础环境等方面
提出18条工作举措

6月13日

7月31日

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