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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创新治理体系，激发创新动力和活力

第     部分

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和落实科改“25条”及相关配套政策，聚焦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激发创新人才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优化创新生
态环境等领域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科技计划管理方式不
断优化，“一网办理、多场景应用”的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奖励规模、额度和
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立法加快推进。面向
中长期和“十四五”开展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

《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发布3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发布8月

启动上海新一轮中长期（2021—2035年）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

研究起草《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关于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
政策的若干意见》发布8月

《关于进一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科研活动自
主权的实施办法（试行）》发布4月

《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办法（试行）》发布8月



32所高校、104个科研院所、
32家三甲医院建立健全内部制度

成立新型研发机构28家

新增认定高新技术企业5950家

8家银行提供505亿元“高企贷”授信额度

875家企业进入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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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海制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

称科改“25条”）。科改“25条”围绕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发展、激发广大科技创新人才活力、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改革优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创新文化建设六个方面，提出25项改革举措。

5.1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坚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落实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培

育，激发人的创新活力，加快构建适应创新发展规律、科研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科技体制机制。

上海科改“25条”加速落地

科改“25条”

落地成效

截至10月底，全市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技术合
同登记7336项，交易额55.64亿元

一条主线 双轮驱动 三阶段规律 六方面改革任务

增强科技
创新中心
策源能力

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

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
加大支持面和支持力度

重大前沿类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机构式资助

重大技术创新 ：
企业主导联合攻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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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贯彻落实科改“25条”，围绕扩大科研事业单位自主权、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发展、完

善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等11项配套政策相继出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体系不断完善。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着眼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着眼发挥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

面”的枢纽作用，加快探索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更好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作用，全力推动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落地落实，努力实现更有影响、更加全面、更快见效、更加安全

的开放。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积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发布《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发展
的若干规定（试行）》，引导新型研发机构
健康有序发展，形成各类研究机构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发布《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的调查
处理办法（试行）》，明确科研不端行为的
定义、投诉举报的方式、查处的规则和程
序，以及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合法权益的
保护等，形成预防与惩治并举的工作机制

修订《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
办法》

发布《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提升全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效率和
服务能力

发布《关于我市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
革的实施方案》发布《上海市市级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

修订《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
理办法》

发布《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工作规范（试行）》

修订《上海市科普基地管理办法》

修订《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

科改“25条”配套政策相继出台

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医
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科研活动自
主权的实施办法（试行）》，深化高校、科研
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科
研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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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以 简 政 放 权 为 核 心，创 新 改 革 办 法，优 化 服 务 举 措，积 极 推 进“一 网 通 办”，深 化 行 政 审 批

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同意设立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
发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在财税
金融政策、吸引人才发展环境、推动高端产业
集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举措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人才发展
若干措施》，围绕加大国内人才引进、促进海外
人才引进、加强人才住房保障、实施人才专项奖
励、加大人才培养培育力度、集聚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优化人才服务环境七大方面内容，提出48
条措施，以促进临港新片区人才集聚，推动人员
自由执业，实现各类人才在新片区各展其才、各
尽其用，打造创新活力迸发的海内外人才高地

8月30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促进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和集聚发展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四大
重点产业的若干支持措施（简称1+4产业
政策），着力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能
力，整体提升区域产业能级，打造以关键
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世界级前沿产业集
群，加快推进建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开放型产业体系

8月6日

11月20日
10月18日

以监管对象的基础信息和监管执法信息
为依据，评价和确定监管类别，对实验动
物和技术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督与管理

采用“双随机”抽查系统，实现“双随机
一公开”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一网通办”落地落实

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推进“双减半”落地工作，对11项接入
“一网通办”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

梳理，推进“双减半”成果落地落实

业 务 流 程 优 化 再 造 工 作，针 对 高 转 项
目认定、技术市场开发合同认定登记、
技术市场转让合同认定登记和科普基
地认定4个事项，制定出台政策文件，
推动系统升级改造

修 订 办 事 指 南，围 绕 细 分 业 务 办 理 情
形、规范申请材料目录、完善要素填报
内容等，对办事指南进行全面修订

年内，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90条，较
上年上升40%，全年累计办理依申请件
55件，办理行政复议25件、行政诉讼12
件，复议被纠错率为0，诉讼被纠错率为0



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从供给端、需求端和服务端全面发力，形成“123.X”推进体系：以提升专业化

能力为1个核心；激发高校院所、企业2类主体创新活力；从制度、政策、活动3方面引导，推进中介机

构、功能平台、国际渠道、空间载体等要素保障，取得成效。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提升

5.2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提速、增效、扩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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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15471

561

31

12

96．41

41.90

93

258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同比增长（%）（项）

高校、院所四种成果转化类型总体情况（含
技术许可、转让，作价投资、产学研合作）

其中：技术许可、转让，作价投资总量

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亿元）

79 12．27 55 6．79 12 2．46 146 21.51

合同数
（项）

298

合同金额
（亿元）

4．05

合同数
（项）

89

合同金额
（亿元）

15.48

合同数
（项）

28

合同金额
（亿元）

0.85

合同数
（项）

（2018年数据）

415

合同金额
（亿元）

20.39

其中：技术许可、转让，作价投资分类比较

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 作价投资 小计

高校

院所

华东理工大学签
订 3 0 万 吨 / 年 岩
盐矿氯化钾生产
二期项目合同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1 项 肿 瘤
免 疫 治 疗 研 究
成 果 以 8 . 2 8 亿
元 的 总 合 同 金
额 ，独 占 许 可 给
苏 州 一 家 生 物
医 药 企 业

上 海 奥 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在 丹 麦 奥
尔 堡 市 成 立 国 家
超 级 电 容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北 欧
分 中 心 ，搭 载 该
公 司 的 超 级 电 容
公 交 车 开 始 为 期
半年的试运行

上 海 海 事 大 学《关 于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
新中心策源能力实施
细则（试行）》发布。科
研 成 果“光 纤 传 感 监
测 应 用”以 无 形 资 产
作 价 投 资，引 入 社 会
资本共同成立科技型
项目公司

中 科 院 上 海 药 物
研 究 所 和 贝 尔 格
莱德大学IBISS研
究 所 倡 议 发 起 成
立 泛 巴 尔 干 地 区
天 然 产 物 与 新 药
发现联盟

8月

6月 9月

3月 9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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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重点布局技术交易、高校技术市场、国际创新资源合作三大核心功能。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服务能级提升

科技成果库收录高校院所、全国科技计
划成果项目、海外成果等约98万余条

实现《技术转移技术评价规范》《竞争情
报分析服务规范》2项上海地方标准立项

技术商城集群汇聚218家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建成海外分中心10
个，国内分中心网点16个

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实现线上运营

推动社会化、专业化、国际化技术转移机构技术市场高质量发展，激发技术市场要素活力。

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蓬勃发展

2019年，全市技术交易合同数36324项、成交金额1522.2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9%、16.8%。

科技成果转化枢纽作用日益显著

类型

市场化机构数量 117项

1851项

46%

56%

235项 55%

2018年 同比增长

促进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含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产学研合作）

促成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数量
314项 27%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

618项 122%以转让/许可方式转让项目成果数

158项 90%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成果数

24．14亿元 85%促成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含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产学研合作）

5．58亿元 586%促成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金额
2．07亿元 9%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

5．22亿元 111%以转让/许可方式转让项目成交金额

9．70亿元 86%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成交金额

长三角 国外国内其他省市（除长三角地区）

成交合同数成交金额
382.45亿元

占比25%
639.05亿元

占比42%

500.72亿元

占比33%

489项

占比1%

26445项

占比73%

9390项

占比26%



58

推进科技创新立法，研究形成《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努力形成最宽松的创新环境、最普惠公平的扶持政策、最有力的保障措施。

5.3 强化法规保障

2019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建立市人大、市政府领导“双组长”工作机制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通过调研、起草和完善3个阶

段，研究形成《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定位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基本法”、保障法和促进法，

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为目标，以激发和保障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为根本宗旨，重点聚焦创新主

体、创新能力、创新生态等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和任务，作出创新突破。《条例（草案）》

已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拟在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行审议。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中心立法工作

启动上海新一轮中长期（2021—2035年）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工作，协同社会各界

力量研究提出上海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总体思路，明确面向未来的重点领域和

重大任务布局。

5.4 强化规划引领

面向中长期开展上海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工作，开通面向全社会的“众

筹科技2035”线上通道，广泛调动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力量，协同相关智库机构

围绕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思路和改革举措、重大创新工程和任务等两大方面，

突出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前沿态势，以全球视野、全局

思维系统谋划上海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思路目标，凝练提出重大

任务和战略举措。

开展中长期和“十四五”科技创新系统布局

《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人才环境建设 金融环境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主体建设 创新能力建设 聚焦张江推进承载区建设01

04 05

02 03

06 社会环境建设07

扫描二维码
为上海科技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