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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第     部分

聚 焦 智 慧 城 市 、城 市 安 全 、交 通 出 行 、环 境 治 理 、生
态农业等民生领域，积极探索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应用示范，有效改善大型公共
建 筑 等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能 耗，大 力 研 发 针 对 优 秀 历 史 建
筑、老 旧 小 区 等 个 性 化 更 新 技 术，持 续 推 进 崇 明 世 界 级
生 态 岛 建 设，科 技 服 务 民 生 需 求、助 力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水平不断提升。

《长三角氢走廊建设发展规划》发布5月

国内首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全场景加氢站⸺上海化工区
加氢站落成6月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出台8月

全球首条无人驾驶集卡线路示范运行8月

首批10辆新型智能超级电容公交车投入运行9月

全球首例5G聚焦超声远程手术完成10月

全球首个5G商用大飞机制造工厂落地10月

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实现主场馆5G网络全覆盖，完成13项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11月



3.1 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面向社会精细化治理、5G技术的应用落地、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等需求，聚焦公共安全、

城市管理、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领域，夯实民生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城市发展日趋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增强科技惠民的获得感。

上海正积极打造“双千兆宽带城市”，大力推进5G网络建设与应用示范，充分发挥5G技术赋能作用。

5G建设和应用发展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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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9日开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洋山深水港智能重卡示范运
营项目发布，通过洋山港1期—东海大桥—深水港物流园区5G场景高效智
能化港区集疏运体系建设，实现全球首条无人驾驶集卡线路示范运行

全球首条基于5G的无人驾驶集卡线路

自2018年初，中国商飞公司建设4G+边缘计算，模拟5G环境，至2019年
10月，探索5G工业场景近50项，构建一个5G全连接工厂，形成一批5G
工业创新应用标准规范，建立一个全产业链的5G制造创新生态

全球首个5G商用大飞机制造工厂

10月14日，世界首例5G聚焦超声远程手术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完成，
医生与患者相隔30km，手术全程通过5G远程操作，5G低时延、高速
度、稳定传输声画使远程手术成为可能

11月5—10日，第2届进博会召开期间，围绕服务展会、服务展商、服务观
众、服务市民的需求，聚焦国展中心及周边区域，实现5G网络全覆盖，打
造四大5G主题场景、17个5G应用项目

进博会主场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全球首张行政区域5G网
络在虹口区建成试用

3月

6月

9月

8月

11月

10月

《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加快推进本市5G网络建
设 和 应 用 的 实 施 意 见 》
发布

《上海5G产业发展和应
用 创 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发布，
提出到2021年，上海实
现5G制造业、软件和信
息 服 务 业 、应 用 产 业 规
模均达到1000亿元目标

10月31日，上海启动5G
商用服务;截至月底，上
海建成5G宏基站14406
个，开通13810个，建成
并 开 通 5 G 室 内 小 站
12551个，实现核心城区
5G室外覆盖

2019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全球首例5G聚焦超声远程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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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建造技术，满足重大工程建设及运维需求；发展优秀历史建筑、老旧小区等个性化更新

技术；改善大型公共建筑等城市基础设施能耗。

“一网通办”总门户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突破
1008万，平台累计办件量超2489万件，年内面
向社会累计开放公共数据集3500项，新增“一
件事一次办”等功能板块

5月，上海与苏浙皖三省合力攻关，打造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栏

提供多种便民服务；11月，上海37家市级医院
之间实现35项医学检验和9项医学影像检查
项目互联互通互认；年内，实现全市所有公交
线路实时到站信息发布

构建可感知安全的“城市大脑”，承载应用
系统181个、实战模型226个、接口1200个，
应用于公安决策指挥大屏；构建电梯预警
疏散、消防设施信息监测、建筑群玻璃幕
墙、大客流监测预警等感知位点；在公共区
域布设安防“神经元”70余万套件；3400余
个居民小区升级为智能安防社区；推广行
人过街提示系统、智能交通信号灯管等

上海城市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系统接入基
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等
领域30余个部门、单位

城市建设智能化发展加快

聚焦公共安全、城市管理、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应用领域，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推进共性技术研发和管理平台科学化构建，提升社会精细化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

第3部分      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积极探索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11月，第2届进博会13项重点
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包括场馆改造、
路桥、配套市政设施等。其中，场馆
改造采用拼装式结构，40天内完成
4.29万吨钢构件吊装；管线安装采
用事先搭建安装管线预制平台，加
快现场施工速度。

6月，由“金砖五国”发起、创立
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在沪封顶。大
楼建造过程中，上海建工依托远程监
控、智能芯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构
建基于BIM技术的多维度、全方位智
慧工地管理平台，实现建造过程、安
全管理、质量控制及文明施工管理的
信息化智能化。

智能建造技术加速进博会重点工程建设

BIM技术服务管理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施工

着力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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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善人居生态环境

助推生态之城建设，针对大气污染、河道治理、土壤修复、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创新技

术突破；立足于长江大保护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加强环境污染防控技术攻关，建立覆盖大气、水、土壤、生活垃圾的城市环境立体防护技术网。 

城市环境治理取得成效

探索区域臭氧与细颗粒物协同控制策略、
开发建筑面源VOCs减排与净化材料

发挥长三角大气污染联防联治作用,“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气象保障规划”编
制工作于3月启动，提出长三角地区将形成
气象协同观测“一张网”、气象信息资源共
享“一朵云”，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和智能化
的气象预报、服务和创新“三平台”

大气环境治理

为生态空间建设格局的构建、四季适
生观花观果观叶植物新优品种的选
育、城市生态廊道复合生态功能示范
提供技术保障

城市彩化

提出典型区域土壤污染治理对策，推
动土壤修复装备的精准高效智能化
和土壤修复改良技术发展，开展污染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阻隔适用技
术研究

土壤污染治理

水环境治理

助力河长制，开发水环境治理修复技术，应用于城
市河道和劣V类水体整治，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4期工程，全市中小河道消除黑臭、劣V类水
体比例下降至8%

推动高新区零排放试点，在张江核心区、上海化
工区开展高新区工业废水近零排放及资源化利
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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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垃圾分类

设施建设情况

湿垃圾车配置1461辆

有害垃圾车87辆

干垃圾车3079辆

可回收物车237辆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1.5万个

中转站201个

集散场10个

治理成效

湿垃圾分出量

7453吨/日

较2018年    88.8%

干垃圾分出量

17731吨/日

较2018年    18%

分 类 投 放 点 规 范 化 改 造

2.1万余 个 、道 路 废 物 箱

标识更新4万余只

开 发“分 质 分 流”的 湿 垃
圾资源化利用技术

突破750吨级低NOX焚烧
炉高效扩容技术

垃圾全程分类中的科技创新

末端处置

（数据截至2019年底）

可回收物分出量

4049吨/日

较2018年    4.3倍上 海 城 投 集 团 运 行 生 活
垃圾全程分类保障体系，
打 通 生 活 垃 圾 从 前 端 收
集、中端转运到末端处置
的分类循环产业链，解决

“混装混运混处置”问题

建 立 生 活 垃 圾 全 程 分 类
信息平台，实现投放、收
集、转运、处置全流程可
视化，覆盖全市16个区

全程分类

有害垃圾分出量
0.6吨/日
较2018年    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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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绿技行（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形成面向转移转化全链条的专业服务和

“技术＋金融”综合方案

深化部市协同、市区共建机制

与 太 原 、临 沧 等 地 区 和 多 个 国 际 组 织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助推区域可持续发展

绿色技术银行高峰论坛品牌显现，开展
绿色技术应用优秀案例征集

品牌宣传和技术落地

促进土壤修复、水污染治理、垃圾处理等绿色技
术系统解决方案的创新集成

开展绿色技术先行先试

“公司＋管理中心＋基金”运行机制形成01
02

03

04
05

推进长江河口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开展长
江河口生态修复优化、留沙保滩
护 岸、河 势 稳 定 控 制 等 技 术 攻
关，支持长江河口生态环境立体
监测与智能化决策技术研究，构
建长江口全覆盖的生态环境监
测体系，为2020年长江保护条例
修编提供支撑

立 足 于 长 江 大 保 护 发 展 战 略，面 向 崇 明 世 界 级 生 态 岛 建 设 需 求，为 生 态 环 境 更 好 发 展 提 供 科

技支撑。

立足长江大保护，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持续推进

3.3 推进可持续发展

对接国家战略，在绿色技术银行建设、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城市清洁能源、大健康产业、现代绿色

农业等领域，加快创新突破及融合应用。

绿色技术银行旨在集聚社会各方力量搭建一个专门从事绿色技术预测与咨询、绿色技术评估

与转化、绿色技术交易与绿色产业培育、绿色技术引进与输出的综合性科技服务平台，是中国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的重大举措。启动建设以来，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建

设逐渐迈入实践攻坚期。

绿色技术银行建设深入推进

在鸟类保护与栖息地管理方面提供科技
支撑，推动崇明“候鸟天堂”建设与可再生
能源协调发展

以崇明举办2021年中国花卉博览会为契
机，在场馆建设、植物景观建设、生态道路
建设、5G应用等方面，开展智能建设运维、
观花植物筛选培育、生态化景观营建等技
术攻关，助推崇明“海上花岛”建设

2019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长江大保护发展战略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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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能源利用更清洁高效的需求，开展关键技术、部件及装备研发应用，提升能源系统供需

智慧响应能力，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进程加快，聚焦打通餐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最后一公里”，以

科技手段解决“地沟油”回流餐桌问题。

城市能源利用更趋清洁高效

能源技术应用

研制出完全自主产权的100千瓦微型燃气轮机，作为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
的核心动力装备，填补国内空白并形成产业化能力

9月27日，首批10辆新型智能超级电容公交车投入运行，车辆配备新一代高能
量超级电容器技术，全面提升续航里程，技术和运营系统推广至以色列、保加
利亚、塞尔维亚、奥地利、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01

区域能源互联网

落实《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点任务，开展
区域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研发，推进入选国家能源局首批能源互联网综合示
范的4个项目

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能源规划软件等产品得到推广，在
线注册用户700余家，应用于长三角各省市的3000多个分布式能源项目

02

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

燃料电池车辆商业化运营规模扩大，6辆燃料电池公交客车、50辆乘用车、28
辆增程式邮政物流车、10辆通勤车，过百辆物流车投入运营

6 月 5 日，作 为 国 内 首 个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应 用 全 场 景 加 氢
站⸺上海化工区加氢站落成

新一代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完成开发并交付整车，性能指标达到全球
领先水平

5月24日，《长三角氢走廊建设发展规划》发布，提出到2021年，长三角加氢站
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建成超过40座，到2025年建成超过200座

03

废弃餐厨油脂治理
年内，实现上海2000余辆公交车整体使用B5生物柴油（车用柴油按照5%比
95%比例调和）

中国石油加油站加注B5车用柴油启动，“两大油”均已在上海布点加油站销售
B5车用柴油

为8辆货运车和工程船B10生物柴油应用示范提供技术保障

开展B10生物柴油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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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围绕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加快科技创新、推广和产业化，为地产农产品有效供给和

质量安全提供技术保障。绿色农产品供应稳步提高，截至年底，全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654家，产品

1132个；有机农产品企业9家，产品22个；全市绿色产品认证率20%。

现代绿色农业大力发展

运用分子育种技
术培育新一代节
水抗旱稻

优化早、中、晚熟
优质稻米品种布
局，“旱优73”“松
香粳1018”入选
全国十五大优质
粳稻金奖品种

开 展 草 莓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技
术集成示范、蔬菜生产病虫害
防 治 机 制 研 究 等 绿 色 防 控 技
术的研究及应用

优化生猪养殖环境，开展猪场
废水处理、养殖环节重金属和
臭气排放检测等技术研究，开
展 生 猪 及 其 制 品 食 源 性 病 原
监 测、溯 源与风险评估，完成
浦 东 白 猪 等 优 质 地 方 品 种 资
源选育，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研 究 示 范 农 业 智 能
化 装 备 ，在 高 精 度
水 稻 智 能 化 直 播
机 、蔬 菜 主 要 环 节
机 械 化 生 产 技 术 研
制 及 示 范 应 用 方 面
取得进展

推 进 恒 大 · 上 海 崇
明 高 科 技 农 业 基 地
项目建设，打造17.5
万 平 方 米 高 科 技 智
慧温室

完 善 一 站 式 农 业 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全
年 完 成 农 业 科 技 成
果转化16项，推动水
稻 品 种“ 上 师 大 1 8
号”“沪旱61”“申优
26”，甜瓜品种“金蜜
一号”，青花菜品种

“早生沪绿”，组装式
支 撑 件 及 其 养 殖 网
箱 技 术 等 农 业 科 技
成果转化

运用良种良法
打造地产优质
农产品

开展生态
高效农业技术示范

提升智能化
农业机械发展

推动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出台，健康之城建设全面推开

8月，《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出台，在对照国家15个行动任务的基础上，增加长三角健康一

体化、健康国际化等内容，形成18个重大专项行动、100条举措，是全国首个省级中长期健康行动方案。

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围绕妇幼、中小学、职业、老年、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健
康需求开展健康管理和服务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

到2030年，常见癌症诊断时早期比例不低于40%，心脑
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到160/10万及以下，糖尿病治疗控
制率达到45%，70岁及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率稳定在6.2/10万及以下

防控重大疾病

纳入社区健康服务“六个一”，到2030年，实现每个市民
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加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到2030年，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7.5%左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健康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健康上海建设能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