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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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067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汪泓代表： 

您提出的“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挑战及建

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概述 

感谢您对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心支持。建议提出

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所面临着在前沿性、标

志性的原创成果方面还需要加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有不

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仍需疏通；

科技影响力、面向国际的话语权、影响力还需加强等挑战切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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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非常具有针对性。同时，建议还提出了加快科学基础研究实

现全球突破；提升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打造重大产业基地，实

现高质量创新从“高产出”向“高价值”的进阶；加快实现创新

产业全球引领，超前布局新赛道和未来产业，加速“核爆级”新

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全球资源配

置的新高地；以上海的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平台、重大学科、重

大任务为牵引集聚造就战略科学家以及坚持打造国际化、市场

化、法治化的一流创新环境，持续推动上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打造全球文化高地等六方面的对策和建议，非常中肯、重要，具

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宝贵建议。 

收到您的建议后，我委高度重视，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等部

门认真开展研究，吸收您的宝贵建议。结合现阶段工作推进情况，

形成答复意见。 

二、答复意见 

（一）关于加快科学基础研究实现全球突破，努力实现科学

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

的相关工作情况 

2023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一是创新投入稳步增长，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4.4%左右，较2022年

的4.2%进一步提升，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

出的比重预计达10%左右；全市财政科技支出528.1亿元、增长

36.7%，其中市级财政支出265.3亿元，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达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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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革基础研究组织实施方式，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

探索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运行管理举措，建立以选题为基础

的选人机制，鼓励支持科学家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科学问题研究。

2023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CNS）三大国际

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120篇，占全国总数的26.2%。全市共启动实

施市级科技重大专项25项，45个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命四

大领域的前沿探索获立项。三是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科

技布局，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战略决策咨询机制，制定专项行动方

案。截至2023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29项，

累计牵头承担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74项。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化、一体化推

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

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完善基础

研究投入机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全力推动国家和上海市科技

创新重大项目、任务实施。 

（二）关于提升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打造重大产业基地，

培育世界级创新型领军企业的相关工作情况 

2023 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持续加强三大先导产业核心技术

攻关，以产线牵引集成电路全链条突破，以创新药械带动生物医

药高质量发展，以底层技术支撑人工智能迭代升级。一是在集成

电路领域，牵头承担一批国家攻关工程任务，关键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二是在生物医药领域，2023 年我市新增获批年内上海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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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1 类创新药 4 个、3 类医疗创新器械 9 个，创新药械数量保持

全国领先。全国生物医药最大投资额外资项目——莫德纳中国首

个药厂落户上海。全年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过 9300 亿元，同比

增长 4.9%。三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创新平台加速布局。国内首批通过备案的 11 款大模型中，上海占

据 3 席。四是在战略前沿领域，科技支撑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成

并交付运营，在新能源汽车、能源装备制造、大飞机产业链、深

海远洋装备、新兴数字产业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五是在

培育壮大创新型领军企业方面，联合龙头企业实施“探索者计

划”，由企业出题、阅卷，推动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聚

焦关键共性技术，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由企业牵头，与高

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市区合力布局 90 余家大企

业开放创新中心。2023 年，上海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 8000 家，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 2.4 万家，同比增长 9%。上海科创板上市

企业 89 家，数量全国第二，总市值全国第一，累计首发募集资

金全国第一。上海共有 66 家企业登上 2023 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总估值 11147 亿元，占比全国 20.8%。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创新链产业链融

通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动三大先导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

大产业产业项目建设；推动重大应用场景设计和建设，结合重大

活动、重大工程、重要改革，谋划布局一批重大技术场景应用项

目；持续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通过“探索者计划”等，引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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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支持更多领军企业牵头建立创新联合体。 

（三）关于加快实现创新产业全球引领，超前布局新赛道和

未来产业，加速“核爆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工作情

况 

2023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一是2022年9月，市政府印发《上

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市

科委、市经信委等部门根据《行动方案》和任务分工，全力推动

未来产业发展。按照“项目+人才”、“平台+载体”的推进思路，

聚焦未来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依托临港、张江、大零号湾

地区，建设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二是启动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揭

榜挂帅，面向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和通用人工智能4

个重点方向，聚焦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示范应用等

创新任务，突破一批标志性技术产品，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

应用。三是编制“一业一方案”，推动底层核心技术研发，力争

在合成生物、量子科技、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新赛道和未来产

业前沿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四是指导浦东新区、嘉定区等制定区

级未来产业行动方案。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生物制造、量

子科技、6G技术、新型储能、深海探采、低空经济、商业航天、

绿色材料、非硅基芯材料等领域，加强未来技术和未来产品示范

应用，打造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

料等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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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制度

和服务优势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新高地的有

关工作情况 

2023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一是积极推进全脑介观神经联接

图谱、国际人类表型组等大科学计划培育。支持在沪单位深度参

与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大科学工程。二

是积极开展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联合资助，新建若干“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和 “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及跨境孵化平台。三

是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正积极引进相关国际科技组织到沪

发展。四是实施鼓励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计划，支持外资企业在沪

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截至2024年1月底，上海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962家和563家，

继续成为外商最青睐的投资首选地之一、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产

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持续推进国际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健全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联合资

助机制，布局建设新一批“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积极引进国

际科技组织在沪设立分支机构及代表处，持续深化与国际组织的

创新合作，探索实施“全球科技伙伴计划”。 

（五）关于以上海的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平台、重大学科、

重大任务为牵引集聚造就战略科学家的有关工作情况 

2023 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一是在沪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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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总体格局初现。张江实验室、临港实验室和浦江实验室 3

家国家实验室高质量运行，合肥实验室上海基地、广州实验室上

海基地揭牌成立。上海牵头完成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 26 家、新

建 9 家。推动在沪国家实验室与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凝练重大攻

关方向、共同培养青年人才。二是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加快发展，深化“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开

展基础研究高地布局、国家科研机构强化原始创新和重大任务攻

关。加快培育上海浦芯未来互联网研究院、上海合成生物学中心、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上海数学与交叉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研发

机构，李政道研究所、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上海期智研究院

等高水平研发机构加快建设。三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加快建

设，“十四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项目

开工建设，光源二期全面建成投运，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海底科学观测网、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

展。印发《上海市关于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试行）》，坚持需求导向、用户导向、产业导向，

更好推动在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人才集聚。 

我市依托在沪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平台、重大学科、重大任

务，加快顶尖人才引进和青年人才自主培养。2023 年，上海对青

年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稳步推进，

外国人才数量和高端人才总量均居全国第一，当年新增两院院士

18 位、占全国新增院士总数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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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在沪国家重大战

略、重大平台、重大学科、重大任务为牵引，不断支持和服务保

障在沪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

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牵引集聚造就战略科

学家。 

（六）坚持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创新环境，

持续推动上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全球文化高地的有关工作

情况 

2023 年以来主要工作进展：一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提

升创新体系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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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松绑；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布《上海市财政科研项目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深化完善“包干制”试点，发布《进一步完善上海市

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方案》；持续推进“揭榜挂帅”，

聚焦大飞机制造关键技术设备材料研制及集成电路设备攻关方

向，发布 2023 年“揭榜挂帅”指南 22 项技术需求，同时采取“赛

马制”支持研发团队平行攻关。二是各类科创承载区和园区加快

发展，张江科学城混合用地改革试点取得成效，建设“大零号湾”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推进张江高新区改革创新发展建设世界领

先科技园，制定实施大学科技园改革发展行动方案。三是成功举

办 2023 年浦江创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向论坛发来贺信。成功

策划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展馆视察指导工

作。举办上海科技节等重大活动，成功获得 2027 年世界科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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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大会主办权。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在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上下功夫，落实落细国家重大改革任务，深

化政府科技管理改革，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加快统

筹推进张江高新区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加快推动张江科学城、

“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等建设；下更大力度继续办好

浦江创新论坛等重大活动，加快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开放创新文

化的高地。 

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21 日 

 

联系人姓名：田春芝           联系电话：23112526 

联系地址： 威海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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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