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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4〕43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068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虹口代表团： 

你们提出的“关于上海市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收

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国家战略任务，是党中央

赋予上海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委员们关于建设成果转化相关

数字化创新平台、加强金融对科技支持力度、强化人才工作统筹

等建议，对上海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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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于“通过数字化创新平台力破转移转化对接障碍”的建议，

近年来，市科委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方式，建设面向全要素、

全链条、全球化的 InnoMatch 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建设，加速

构建集成 InnoMatch 平台、全球技术转移大会，长三角国际创新

挑战赛等的全球技术供需对接“立体”网络。一是支持平台不断

提升“数智化”能力。自 2022 年平台 8 月发布以来，累计汇聚

企业需求 4395 项、科技成果 3295 项，投递解决方案 1982 条，

对接率超过 60%，达成对接意向 1408 项，意向签约额超过 52.39

亿元。平台可针对创新需求技术画像，形成区域与产业交叉的人

才模型、产业模型，基于自主研发智能供需匹配工具，通过智能

算法全球匹配对接解决方案，响应速度达秒级。二是鼓励平台搭

建全球技术供需对接“节点”。InnoMatch 持续吸纳全球科技创新

力量，汇聚并提升国际“浓度”，目前平台用户遍布十多个国家，

吸引德国、芬兰、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智利、新

加坡、韩国等国际资源入驻，发布项目近 500 项，如，平台成功

帮助法国圣戈班集团匹配到荷兰柔性陶瓷材料技术和智利新型

植物建筑材料技术，促成上海某生物医药企业与韩国公司达成合

作。三是引导平台强化与大企业深度合作。平台吸引阿斯利康、

宁德时代、威高集团、华润医商、科丝美诗等近 60 家大企业入

驻并发布需求，通过与大企业共建医学、绿色低碳、纺织等产业

创新中心，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加速创新

链与产业链双向链接。四是引导平台市场化配置资源实现利益共

享，InnoMatch 吸收国内外平台的市场化成功经验，推动技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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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协作模式，鼓励用户在平台协作完成业务订单，截至目前，

平台技术经理人参与供需对接 18569 人次，302 家服务机构参与

其中，发放协作奖励超 150 万元，探索技术经理人协同履约和业

务分成机制，实现了供给方、需求方、中介方和第四方平台之间

的分工协作。 

关于“加强金融行业对产业科技支持力度”的建议，一是市

级层面打造“股贷债保”全生命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本市聚

焦企业融资痛点、堵点，强化“0-10”金融供给保障。不断发挥

股权投资引导支持作用，营造政府领投、机构跟投的氛围。截至

2023 年末，上海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贷款存量

户数约 3 万户，余额和户数较年初增长均超 50%。科技中小企业

贷款余额增长 93%，户数增长 74%；“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增长

72%，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增长 63%。二是搭建面向科技企业信贷

产品体系，一方面，完善风险共担模式，通过“科技履约贷”“科

创助力贷”“科技微贷通”等信贷产品，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融

资需求，降低科技企业信贷门槛，同时配套保费补贴政策，进一

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 2023 年末，科技履约贷当年授信约

18.62 亿元，科技微贷通授信约 650 万元；科创助力贷授信约 10.72

亿元。另一方面，推动增信类信贷产品，通过“高企贷”“沪科

专贷”“沪科专贴”“小巨人信用贷”等产品，引导金融机构针对

各类科技型企业特点，集合银行信贷、贴现等各类手段给予企业

综合授信。截至 2023 年末，“高企贷”当年为 9729 家高企提供

各类信贷支持 3534.78 亿元；小巨人信用贷授信约 45 亿元；“沪

科专贷”“沪科专贴”已累计发放专项资金 330.5 亿元，惠及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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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48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近九成，支持 106 户科创企

业首次获得贷款。三是“拨投结合”实施重大项目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聚焦前沿早期风险度高、市场

判断失灵、但有可能对未来产业和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填补空

白的技术项目，选聘项目经理团队，孵化成立核心团队绝对控股

的项目公司，在项目公司早期给予科研经费支持；项目完成既定

研发目标，若未获得市场融资，结题验收，宽容失败；待项目完

成既定研发任务并启动融资时，前期支持资金按市场投资价格转

化为公司股权。通过国创中心专业研判，利用财政资金给予前期

投入支持，加速技术成熟，推动更多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性技

术跨越“死亡之谷”，引导市场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投

资。截至目前，国创中心在长三角地区开展了 40 余个“拨投结

合”项目，其中在上海实施的项目包括 MEMS 压电超声传感技术、

激光晶体材料、高频高速覆铜板等 23 个，覆盖闵行、宝山、嘉

定、金山等 9 个区。四是推动国有企业科创体系建设。我市聚焦

重点产业领域、前沿技术方向布局，推动政策松绑、激励加码、

风险分担，以机制突破推动创新使命驱动与市场驱动相统一，充

分发挥上海国资国企创新主力军作用。根据《2023 年市国资委系

统企业创新发展报告》，2022 年度企业科技经费支出超过 851.34

亿元，科技支出强度为 2.47%，其中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

出达到 499.34 亿元，科技支出强度为 4.92%。 

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统筹”的建议，一是集聚顶尖人才和团

队，结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大科学工程和设施建设、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科技重大专项，引进、集聚一批在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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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原始创新领域，具有全球引领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领军人

才。二是实施科技人才项目支持，基于上海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培育计划和项目，形成科技人才培养体系，覆盖科技人才成长主

要阶段。包括面向 32 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的扬帆专项、面向

35 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的启明星项目、面向 50 周岁以下科技

人员的上海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东方英才拔尖项目）、

面向 50 周岁以下回国工作的海外留学人员的白玉兰人才计划浦

江项目，以项目化方式资助入选者创新创业。截至 2023 年底，

四类计划共资助了 1 万余人，总资助额 26 亿余元。三是激发科

技人才创新活力。2023 年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本市进一步放

权松绑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对各类创新主体

和人才“松绑”“解绑”。探索实施青年科技人才特殊晋升机制。

打破论资排辈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的用人模式，对于取得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重大成果、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等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科技人

才，探索实施特殊的晋升机制；加快吸引集聚全球顶尖人才来沪

发展。支持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外资研发中心、科技领

军企业等用人单位聘请高级技术职务的外国科技人才。四是优化

科技人才服务体系。依托人才服务机构，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体

系，着力强化引进后全方位服务，以“温度”留人。基于《上海

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积极落实本年度市

级人才公寓实物配租工作。 

下阶段，我们一是放大供需对接效应推动产学研融合。完善

InnoMatch 等平台功能，提升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对接效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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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领军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

新联合体，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及产品导入产业链体系，促进产业

链整体竞争力提升。二是优化完善科技金融体系。进一步强化部

门协同，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创新科技金融产品，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支撑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

设。三是强化科技人才工作统筹。优化政策牵引，完善科技人才

引、育、用、评，加速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提升我市科技创新

人才体系整体效能。 

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5 日 

联系人姓名：李畅                   联系电话：23112495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邮政编码：200003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人大代表工作处。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