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2023〕148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推进落实。 

特此通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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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抢

抓上海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计算生物学创新高地，赋能生物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根据《上

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上

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本

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

面向”，立足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

革的发展阶段，结合跨模态大数据迅速积累、人工智能算力急剧

提升、可变现应用场景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针对可计算建模、

可定量预测的发展特征，以推动数字技术和生物医药深度融合为

主线，强化研发、技术、产品、场景、生态系统推进，有组织推

进前沿导向的底层技术开发、战略导向的工具迭代优化、应用导

向的平台体系建设，加快实现用我国自主的计算生物学技术与方

法来解决关键科学研究问题、药物研发和重大疾病防诊治难题，

有力推动计算生物学领域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引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和重大应用需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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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上海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的基础优势，以关键科学问题为

引领，以大规模数据和典型应用场景为依托，加快形成具有上海

特色的计算生物学研发体系。 

——坚持系统布局。着眼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相互赋

能、融合突破，衔接布局创新链和产业链，联动各方资源，加强

研发、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加快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应用。 

——坚持自主创新。以原始创新、自主开发为重要标准，充

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创理论

和核心产品，将计算生物学打造成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策源标杆

之一。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建立基于建模、预测、应用全链条的计算生物

学研究范式，初步建成生物大数据平台等基础设施，培养、引进

一批计算生物学人才，在多模态数据理论算法、蛋白质工程、AI

药物研发等领域率先实现重大理论突破，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国际影响力的算法模型和软件，加速催生一批面向生命

健康的颠覆性新技术，产出一批可有效规模化应用的新工具、新

标准与新产品，为形成计算生物学领域的优势学科，把上海打造

成计算生物学领域创新思想、科研范式和重大应用的策源地奠定

基础。 

四、实施重点项目攻关 

围绕算法开发、模型构建、AI 药物设计等基础研究与应用基

础研究进行系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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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生物大数据解析的共性算法。面向多尺度生物大数

据解析的共性问题，发展生物医学大数据挖掘与解读的共性算

法，开发面向跨尺度、多模态组学数据和真实人群多维组学数据

的算法与模型，建立生物分子网络逆向工程模型和生物系统数字

模型。 

方向二：蛋白与核酸设计改造。发展人工智能助力的分子动

力学和增强采样算法，开发我国独立自主的大分子结构预测与设

计的算法和软件，构建大分子结构解析及其互作的分析计算流程

和预测模型，构建大分子工程 AI 设计平台，指导大分子改造实

验和结构优化。 

方向三：AI 药物设计。发展 AI 药物研发的原创性算法、模

型与计算平台，开发小分子药物大模型和生成算法，建立人工智

能增强的抗体药物和肽类药物大模型与设计平台，发展中药复方

药理药效预测模型，研发具有协同药效的现代复方。 

方向四：重大疾病精准诊疗关键技术。发展原创计算建模手段

和预测算法，探索肿瘤、衰老、心身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

疾病中的多层次生物大数据规律，发现诊断标志物和潜在药物靶点，

建立高风险毒株预测方法，促进临床和公共卫生转化应用。 

五、保障措施 

（一）设立专项支持 

1.在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设立“计算生物学”专项。

聚焦结构、组学、类器官、个体等多维度的生命科学重大问题和

主要目标，以全链条创新的理念布局算法、模型构建、药物生成

等基础研究方向，构建计算生物学的创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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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谋划布局市级科技重大专项。依托上海优势，面向上

海需求，围绕“一站式”药物研发工具、数据驱动的疾病机制研

究和靶点发现、衰老机制研究与干预等领域，有组织开展前期预

研，适时部署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将上海在计算生物学领域的优

势力量有机整合起来，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科研生态。 

（二）建设创新平台体系 

3.建设上海生物大数据平台。基于现有数据资源，进一步强

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构建标准统一、强化应用的“核心+节

点”数据库体系，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数据资源与核心技术，加

强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政策治理，为计算生物学的发展提供

高质量基础保障，积极承接国家生物信息中心长三角节点建设。 

4.建设重点实验室。依托中科院在沪研究所、部属高校、科

技型企业等各类主体，培育筹建计算生物学领域的全国和市级重

点实验室，突破一批原创理论和共性技术。 

5.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高能级新型研发机构，联动有关

企业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强产学研合作，面

向药物靶标、候选药物、诊疗技术等方向加快成果应用转化。 

6.成立计算生物学“创新联盟”。成立由高校、科研机构和

主要企业共同组成的创新联盟，通过协同创新，促进共性算法、

模型开发、分子设计等关键环节的交流与合作，实施“赛马制”

“揭榜制”管理，提升科研攻关效率，形成该领域持续开发能力。 

（三）衔接产业发展 

7.举办上海计算生物学大赛。设立该领域的上海大赛，引导

高校院所及企业在算法、软件、结构等多个环节的原创产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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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建立以赛选项机制，吸引更多潜在用户，不断提高上海计

算生物学在国内外影响力。 

8.带动创新能级提升。通过加强孵化，引导和培育“长期资

本、耐心资本”等方式，加速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实现全过程

创新，孕育企业发展，带动全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创业能级提升。 

（四）加强人才引育 

9.培育优势学科。鼓励具有自主审核资格的高校、院所根据

发展阶段设立“计算生物学”一级学科，建设全新课程资源和教

学实践平台，加强研究生联合培养，构建该领域交叉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培养满足产业发展急需的创新型人才，为交叉学科提供

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 

10.加强人才引进。优先吸引该领域具有全球号召力的顶尖

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同步完善领军人才落户、技术入股等

方面的配套措施，加速提升上海科研原创水平、带动学科建设、

推进产业发展、培养人才队伍。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