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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一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冲刺之年，也是上海向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的深化推进之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海科技创新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标“四个新”“四个第一”，全面落实三大任务和三大领域布局，以增强科技

创新策源功能为主线，实施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各项任务稳步推进，较好地完成了预

期目标。据预测，上海R&D占GDP比重达4%左右。截至11月底，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3.05件。另据

《2019年度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显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达到281.9，同比增长10.51%。

原创性的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鼓励开展科学研究，涌现出世界首例生物节律

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引力诱导量子纠缠退相干实验、稳固钙钛矿半导体等一批重量级成果。全年上海

科研人员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发表论文共计87篇，约占全国总数的28.4%；其中，入

选《自然》年度十大优秀论文的2篇中国论文均出自上海。上海共有52项重大科技成果获2019年国家科学

技术奖，占全国总数的16.9%，连续18年比例超过10%，并首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11月

上海获得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20888件，同比增长4.76；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469件，同比增长23.2%。

科技创新原创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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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总体情况

2018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获奖成果领域分布 获奖主体分布 获奖人年轻化

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10人
获奖项目
289项

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

1人

自然科学奖  28项

科技进步奖  231项

技术发明奖  30项

生物与医药技术 51项 17.6%

信息技术 34项 11.8%

其他 152项 52.6%

能源与环境技术 52项 18.0% 科研院所 42项 14.5%

大专院校 108项 37.4%

企业 105项 36.3%

其他 34项 11.8%

获奖人总数
2417人

其他 285人 11.8%

35—45岁 1026人 42.4%

45—55岁 680人 28.1%

35岁以下 426人 17.6%



05

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不断集聚。加大国内外高端人才和智力引入力度，累计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近19万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3.3万余份，引进外国人才数量和质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赋予临

港新片区引进外国人才管理权与自主权，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差异化流程和用人单位信用管理制

度先行试点；2019年，上海连续7年在“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中排名第

一；新增两院院士13位，在沪两院院士规模达181位，数量居全国第二；高被引科学家71人次。关注青年

人才成长，增设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青年项目，启明星计划和扬帆计划规模实现翻番，31岁上海青年科

学家创何梁何利奖最年轻获奖者记录。

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培育。张江实验室自2017年9月

揭牌成立以来，持续聚焦生命科学、光子科学与微纳电

子、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重大科研任务布局和攻

关，为承接国家实验室建设任务夯实了基础。上海量子

科学研究中心、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期智研究院等

一批高水平创新单元和载体陆续启动建设，支撑科学研

究活动。大科学设施集群功能持续提升，硬X射线装置

核心部件实现技术突破并完成国产替代，软X射线装置

顺利出光，超强超短激光装置投入试运行。脑图谱等大

科学计划前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人类表型组、硅 光

子、硬X射线预研等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实施，组织

布局量子信息技术、超限制造、糖类药物等新一批重大

专项。张江科学城加快建设，首轮73个项目全部开工。

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加快显现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深入推进。全市已建或培育的各类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近20家，集聚

和培育人才团队1200余人，产学研合作单位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近150家，撬动社会投资约60

多亿元，带动和培育产业规模近百亿元，有效支撑产业链创新、重大产品研发转化及创新创业。坚持“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布局

新一批功能型平台。

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领域分布

能源与交通 农业 信息与通信 医药卫生 制造业 资源开发材料 建设与环境保护

40家
12.58%

43家
13.52% 31家

9.75% 19家
5.97%

54家
16.98%

57家
17.92%

69家
21.70%

5家
1.57%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领域分布

60家  47.6%

20家 15.9%

12家  9.5%

2家  1.6%

4家  3.2%

5家  4.0%

4家  3.2%

材料 地学 工程 生命

信息 化学 其他

19家  15.1%

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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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产业重大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集成电路领域完成了制造装备、材料及零部件、核心芯片器件以

及相关新工艺新方法的系统布局，14nm制程工艺、28nm浸没双台光刻机、300mm硅片的研发和市场

化取得新突破；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建设，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生物医药领域新一轮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实施，九期一®、尼拉帕利胶囊、可利霉素片、聚乙二醇

洛塞那肽注射液、糖尿病药YG1699、全景PET/CT等一批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上市和产业化工作取得重

要进展。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领域重大技术攻关和产品应用示范取得突

破。在科技的支撑引领下，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1—11月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总产值

9928.94亿元，同比增长1.5%。

为城市和民生发展注入科技动力。新技术、新产品在城市建设、交通、医疗、社区以及民生领域加快

应用，科技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助力。首张行政区域5G网络、首条基于5G的无人驾驶集卡线路、

首个5G商用大飞机制造工厂、首例5G聚焦超声远程手术等一批“世界第一”的成功案例，标志着上海5G

建设和应用走在了世界前沿；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公安向“一屏观天下，一网治

全城”迈进，全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加快建设，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深入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水平有

效提升；发展智能建造技术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及运行，大力研发优秀历史建筑、老旧小区等个性化更新

技术，积极改善大型公共建筑等城市基础设施能耗，城市建设智能化发展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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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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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态之城建设步伐加快。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吸引力持续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步伐加快。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167.24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减免税收303.75亿元；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全市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900家，高

企总数突破1.2万家。强化金融对科技企业发展的助推作用，在科创板上市的上海企业达13家，占总量

的18.57%，居国内第一；建立科创板上市企业发现、培育、服务机制，建设“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已

入库企业近900家；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联合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授信，首批8家银行开展“高企贷”

试点，截至11月底上海“高企贷”为824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支持超过237.59亿元。创新创业载体能级

持续提升，全市众创空间总数达500余家，其中49家通过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零号湾全球创新

创业集聚区、闵行成果转化示范区、杨浦创新创业示范区、临港智能制造承载区、松江G60区域创新承

载区、漕河泾知识产权示范区加快建设。研究制订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支持大学科技园

发展做大做强、做出品牌，不断优化大学科技园功能及布局，加强大学科技园能力建设，完善管理和运

行体制机制。国家大学科技园13家，约占全国总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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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日益浓郁。科学普及工作全面推进，完善科普设施和载体建设，上海天文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支持中国航海馆、上海玻璃馆等10家科普场馆品牌化建设，上海科普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青少年科学实践工作站培训学生3000余人。科普活动美誉度不断提升，《执牛耳者》《少年爱迪生》等品

牌节目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科学之夜”“科普进商场”等活动全年开展，7部科普作品获评全国优秀科

普微视频。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等活动蓬勃开展，联动举办

上海科技奖励大会、浦江创新论坛、上海科技节等科技类重大活动，打造“上海科创品牌月”。在全国率先

发布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办法，科研诚信体系和工作网络初步建立，创新文化建设持续深化。

高水平创新网络加速构建。张江核心区和闵行、杨浦、徐汇、嘉定、临港、松江等科技创新中心承载

区建设成效明显，青浦华为研发基地、虹口硅巷、金山科创湾区、奉贤东方美谷等各区域的特色科创服

务功能不断凸显。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加快打造，开展民生保障、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共性关键技

术的协同攻关与示范应用；“长三角大仪网”整合区域4.5万多台、总价值超过519亿元大型科学仪器，

开放共享效应增强；“科技创新券”长三角区域通用通兑持续推进。国际创新网络不断拓展，持续开展

“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青年科学家交流等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对重

点领域和重点国别的支持进一步凸显；中以创新园开园，一期办公场地规模约6000平方米投入使用，入

驻国内外企业、机构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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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11月底，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456家，数量全国最多，其中49家为全球研发中心。全年技术

合同成交额1522.21亿元，同比增长16.8%。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落实国家“三

评”等系列改革精神，发布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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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改“25条”），陆续出台10余个配套政策，在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广大科技人员与创新主体

的科研经费管理、政府采购、出国管理、职称评价、绩效工资等方面的问题上正发挥出积极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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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费使用

“包干制”改革试点，进一步为科研人员“松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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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机制加快探索，新增一批高校试点开展科技成果权属改

革，探索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里程碑式”绩效管理评估机制。科创中心立法工作加快推进，《上海市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将于2020年1月在市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审议表决。面向中长期和“十

四五”的科技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全面启动，科技创新战略部署不断强化。

众创空间超过500家

累计2155家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累计7家

有效期内累计12848家

高新技术企业新认定5950家

国家大学科技园13家

科技小巨人（含培育）立项支持177家

在科创板上市的上海企业13家

在孵和服务企业急团队超过3万家（个）
覆盖科技类创业者40万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