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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 3 月 9 日，“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沙龙”（2021 年第一季度）在上海社会

科学院举行，本次沙龙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城发力”为主题，与会嘉宾聚集智慧城市、低碳

城市、韧性城市的科技担当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基于嘉宾1观点整理而成，供参考。 

科技范、未来感——科技创新赋能五大新城建设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沙龙”观点摘编 

牛年春节后第一天，李强书记实地调研“五个新城”建设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指出，“五个新城”建设在新发展阶段有着全新的实践要

求，要践行最现代的理念、运用最前沿的技术、发展最先进的产业、

打造最宜居的环境，为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全新的生活方

式选择，要用代表未来方向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理念引领新城建设，体

现新城的科技范、未来感和人本价值。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新城建设

要践行新理念、应用新技术、导入新产业、营造新生态，让科技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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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城建设中多维发力、全面赋能，充分激发新城建设的科技范、未

来感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 

一、新城建设需要新理念 

一方面，要明确新城未来的功能定位。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指出，

新城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城区，它的内涵、功能、模式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深化和演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指出，把新城上

升到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地位，要求新城要成为上海重要的增长极

和新的战略支点，其中最关键的是赋予功能，从经济发展创新链对接

产业链，是尽快形成新城强大功能的一把钥匙。上海市规划院规划一

所所长张逸指出，五大新城的建设需要各有特色，各自有独立的综合

功能，要成为现代化大城市和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增长极，要进一步聚

焦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综合交通三个发力点，成为上海主城区外

围都市圈的第一圈层。 

另一方面，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五大新城做为综合性节点城市

建设，要充分利用区域地方资源优势，实现要素资源的科学分布和高

效组合，保证功能完备。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华东师范

大学）杜德斌认为，五大新城并不“新”，都有较好的城市建设基础，

老城如何赋予新的含义，如何避免走老城建设的老路，是未来最为重

要的事。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研究中心（同济大学）陈强指出，上海

内核很强，郊区偏弱，新城的发展是一次修正的机会，充分利用好郊

区的优势资源，释放活力和潜能。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经理秦君佩指出，新城规划层面存在一些产业功能区的共性，包括

服务基地、产业基地、科创基地以及老城更新的板块，未来要把握好

新城各个区域的特色产业环节，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二、新城建设需要新技术 

一是要打造新城科技创新活力区。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陈晨认为，从要素、基础、投入、产出、

活力五个维度来看，五大新城均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实力。松江新城的

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并且五个维度的实力是最均衡的，嘉定的创新产

出存在短板，青浦的要素基础较弱但有提升空间，奉贤的活力短板有

提升空间，南汇的成长性较好。上海市前沿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杨荣斌指出，应该以科技兴城建设科技新城，

要以科技兴城打造科技新城，要围绕产业链去部署创新链，创新链之

后要打出创新生态，要达到新城自己的创新生态。 

二是要打造新城新兴技术的最佳实践区。上海市科技创新法治保

障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江利红指出，科技赋能新城建设关键在

于解决技术问题，要充分发挥新技术在城市建设和政府治理方面的作

用。杨荣斌指出，在新城建设中要打造前沿技术的最佳实践区，把很

多前沿技术的应用场景放到新城区，打造新城最佳实践区。野村综研

(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乐源认为，在新城场景下可以将基础设施建设和

智慧城市应用相结合，政府需要完善顶层设计，试点打造完整的智慧

生活应用场景。 

三、新城建设需要新产业 

一是要做好新城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杨耀

武指出，新城建设要思考如何将好的技术留在城市中，将产业培育起

来，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上海市战略性新时代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张建明认为，新城建设就是颠覆性创新，充分

发挥城区潜能，要做好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合理布局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杨荣斌指出，新城建设的

一个关键思路是要走以产兴城之路，发掘主导产业，从主导产业到多

元化产业发展，在配套部署创新链，形成良好且独立的创新生态。 

二是要发挥新城优势培育和引进领军型企业。杜德斌指出，充分

发挥好每个新城的自身优势，培育出具有全国性甚至是世界影响力的

企业。乐源建议，可以通过搭建新兴技术应用场景和智慧城市建设吸

引国外领军企业，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国外企业的技术创新本地化应用

提供经验。青浦区科委副主任沈峰指出，青浦区正在打造华为科创中

心，同时以华为为中心规划两千亩的用地，来对于华为生态链上的企

业进行招商和落地， 

四、新城建设需要新生态 

一是要通过赋权为新城建设提供机制保障。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

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屠启宇认为，新城发展最重要的

是赋权，即在人才政策、土地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的权力，制度

创新才是关键。陈强指出，郊区的优点在于低密度、空间大、土地多，

同时又具有文化优势，要通过高配、放权、赋能，可以合理配置好资

源。上海内核很强，郊区偏弱，新城的发展是一次修正的机会，充分

利用好郊区的优势资源，释放活力和潜能。江利红认为，为新城建设

赋权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但可以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有一些政策上

的突破，能够既符合法律又能够符合这五个新城的一些特色，应该从

立法层面做一些探索。 

二是要通过政策为人才引进提供环境支撑。陈强认为，新城发展

依靠于人，五个新城分别着眼于不同类型的人口，各有不同的发展可

能性。张健明建议，人才引进政策权限应下放给新城，让新城探索适



合自身发展的人才引进模式和人力资本结构。杜德斌指出，要统筹考

虑国际人才引进和配套服务体系，如国际学校的总体布局等。 

三是要通过服务为新城建设构建生态环境。张健明指出，要营造

良好涵盖制度、文化、市场等创新生态环境，打造宜居型城市。他认

为，新城建设产生大量数据资源，要制定好一系列的数据共享、所有

权分割等制度，形成规则。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朱学彦认为，五大新

城的建设要解决好智慧城市板块重复建设、数字技术监管、信用安全

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要强化市民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城市建设要聚焦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生态，做好机制

设计和结构优化，让更多人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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