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上海科技创新概况

立足国家和上海发展战略，统筹科技进步、产业培育和创新生态建设，加快推进重大科技战略任务的

部署和实施，为国家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创新基地和创新人才。

       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实施。深化部市合作、院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抢占科技制高点、培

育经济增长点。在继续组织优势力量争取“极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

信网”“重大新药创制”等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同时，加快现有任务的组织实施。单反应台等离子体刻蚀

设备、200毫米SOI晶圆生产线、40纳米北斗导航芯片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加快突破和产业化，抗阿

尔茨海默病1类新药971、抗心衰新药重组人纽兰格林进入临床。积极谋划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研究提出

钍基熔盐堆、智能制造、集成电路、高端医疗器械等市级重大专项实施方案，并通过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进

行前期部署。

高水平研发基地启动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顶尖水平，依托张江示范区打造国家科学中心，上海

光源2期、蛋白质科学设施加快建设。成立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创新组织机制，整合全球资源，打造

世界级研发机构；筹备成立上海材料基因工程研究院，加快国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建设。2014年，抗艾

滋病病毒药物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施农业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3家完成验收。至此，全市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0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家，市级重点实

验室118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2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378家。

2014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全新

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变革大趋势和集聚人才大举措，

着力强化科技前瞻部署，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创新体系建设，切实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坚持应用导向和价值实现，强化产业关键技术、配套技术和集成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应用示范，努力

打造产业自主技术体系，着力培育发展“四新”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用技术体系建设成效显现。上海产研院加快建设，作为全市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的“智囊”“平

台”“桥梁”和“枢纽”作用初步显现，建成3D打印、大数据等12个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涵盖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在内的60余家机构参与“创新伙伴计划”；杨浦“孵化”、张江“健

康”、徐汇“绿色”、金桥“智能”等创新基地服务功能逐步显现；金桥产业技术创新会议形成一定社

会影响力。全市累计建成86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科

聚焦战略目标，科技前瞻部署能力持续提升

聚焦价值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持续强化。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鼓励自由探索，同时聚焦脑科学、材料基因工程

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2014年，上海共获国家“973”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项，占全国的

13.16%；获国家基金委项目3338项（未含杰青数），经费合计21.14亿元。1—10月，上海分别在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科学》《细胞》《自然》及专业子期刊发表论文6篇、3篇、15篇和128篇，分别占全国总

数的18.2%、21.4%、17.6%和30.5%。继续加大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育支持力度，启动实施面向32周岁

以下科研人员的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开展学科带头人“一带一”模式。上海现有两院院士167人、中

央“千人计划”专家626人。

技服务机构，聚焦产业技术创新目标，建立“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

合作。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基础条件、智慧应用，以及新能源与节能生态等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城市光网、下一代广电网等基础设施加快普及。北斗导航、大数据的重点行业应用示范抓紧推

进，中国位置网落户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深化，高清制播、裸眼三维、影视后期制

作等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加快建设，开展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燃料

电池汽车上路示范。世界第三个、国内首个基于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CD绝缘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宝钢

成功运行。崇明生态岛建设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并获得高度评价。

产业技术攻关持续强化。启动第4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带动社会新增投资超过20亿

元，对具有战略意义、产业带动作用大、社会效应显著的新能源汽车、新材料、4G通信、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新型显示、物联网和智慧家庭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布局。目前，4G通信领域的关键技术布局已

基本完成，机器人、可穿戴、大数据等领域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前期部署的战略产品和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如首架C919大飞机总装启动，ARJ21获得适航证，“海洋石油721”大型深水物探船交付，联影

128层CT、112环PET-CT等产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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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持续优化研发与转化、科技金融、政策支持、优先区域、协同创新等

创新体系服务支撑功能建设，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生态。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持续深化。普查并收录全市1.3万多家中小科技企业信息，建设企业法人库

与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新评选科技小巨人企业63家（累计311家）、小巨

人培育企业148家（累计914家），98%以上的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投给了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资

助的溢出效应凸显，40家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在国际或国内上市。切实做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政策落实，其中4876家企业享受201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达289.58亿元，减

免税收72.4亿元；5433家高新技术企业和300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别减免税额101.45亿元、3.89

亿元。

全力谋划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以此为契机，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创新

治理体系建设，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科技创新重大战略研究深入开展。根据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全面部署，全力以赴开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方案研究。一方面，深入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

基本内涵，开展顶层设计研究；另一方面，重点研究制度创新和改革工作，聚焦重大创新工程和项目、

体制机制、软环境、人才等方面，基本形成全面创新试验方案，为争取国家试点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稳步推进“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研究编制。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持续深化。梳理现有科技计划体系，制订《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参考手册》，健全

科研诚信管理制度，推动管理标准化、成果电子化和流程再造。加强科技战略研究，与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机构加强合作，建设软科学研究基地，加强科技智库建设。研究

发布实施《关于改革和完善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研究制订科

研经费巡查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启动年度科研经费巡查工作。全面梳理科技行政管理“权力清单”，

编制发布科技类执法行为规范手册，加强依法行政。

鼓励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形成。成功举办2014浦江创新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

联邦总统普京发来贺信。论坛围绕科技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青年创新创

业、创新文化建设、未来科学发展等议题深入探讨交流，在传播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创新思想交流、搭

建创新合作平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举办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第2届上海市社区科技创新

屋创意制作大奖赛等科普活动，加快建设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天文馆、航天博物馆等重要科普场馆，

“社区创新屋”覆盖全市17个区县。举办第3届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

聚焦创新主体，创新创业服务持续优化

聚焦改革创新，创新治理能力持续改善

66.8%

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牵头 大专院校牵头 科研院所牵头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切实落实《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3—

2020年）》，推进行政审批权下放，突出政策试点和先行先试，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业的总量增长、质量提升，打造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和示范区域。张江示范区拓展为

“一区二十二园”，总面积增至531平方公里。截至11月，示范区总收入2.65万亿元、工业总产值1.05

万亿元、出口创汇519亿美元、净利润154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2.2%、7.1%、10.1%、8.3%。支

持区县创新发展，进一步深化市区联动，从技术导向的“创新热点”向产业导向的“创新集群”发展，

调动各区县积极性。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和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

创新服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建成71家创业苗圃、107家孵化器、13家加速器，基本形成由“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组成的科技创业孵化服务载体链，“孵化+投资+服务”的创业孵化模式持续

优化。政府从直接办孵化器转向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创业孵化服务，上海涌现出启创中国、起点创业营等

新型创业服务组织和创业社区，以及“创客”平台等新型孵化服务模式，全市各类民营孵化器33家、占

比30.8%。筹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推动技术转移市场化、资本化。举办第2届中国（上海）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54家技术转移机构参展，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0余个。

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通过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上海“3+X”科技信贷服务体系（“3”

指微贷通、履约贷、信用贷，“X”指创新基金信用贷等专门化或区域性的信贷产品）实现操作电子

化，成为全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2014年，450多家科技企业在此平台获得约14亿元

银行贷款（其中344家企业通过履约贷获贷款8.30亿元，32家企业通过信用贷获贷款1.79亿元，43家

企业通过微贷通获贷款0.65亿元）。加快培育企业上市，在“新三板”上市企业超过100家。推动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开展中期票据试点，推动多样化融资渠道建设。

坚持应用导向和价值实现，强化产业关键技术、配套技术和集成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应用示范，努力

打造产业自主技术体系，着力培育发展“四新”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用技术体系建设成效显现。上海产研院加快建设，作为全市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的“智囊”“平

台”“桥梁”和“枢纽”作用初步显现，建成3D打印、大数据等12个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涵盖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在内的60余家机构参与“创新伙伴计划”；杨浦“孵化”、张江“健

康”、徐汇“绿色”、金桥“智能”等创新基地服务功能逐步显现；金桥产业技术创新会议形成一定社

会影响力。全市累计建成86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科

技服务机构，聚焦产业技术创新目标，建立“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

合作。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基础条件、智慧应用，以及新能源与节能生态等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城市光网、下一代广电网等基础设施加快普及。北斗导航、大数据的重点行业应用示范抓紧推

进，中国位置网落户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深化，高清制播、裸眼三维、影视后期制

作等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加快建设，开展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燃料

电池汽车上路示范。世界第三个、国内首个基于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CD绝缘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宝钢

成功运行。崇明生态岛建设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并获得高度评价。

产业技术攻关持续强化。启动第4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带动社会新增投资超过20亿

元，对具有战略意义、产业带动作用大、社会效应显著的新能源汽车、新材料、4G通信、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新型显示、物联网和智慧家庭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布局。目前，4G通信领域的关键技术布局已

基本完成，机器人、可穿戴、大数据等领域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前期部署的战略产品和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如首架C919大飞机总装启动，ARJ21获得适航证，“海洋石油721”大型深水物探船交付，联影

128层CT、112环PET-CT等产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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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持续优化研发与转化、科技金融、政策支持、优先区域、协同创新等

创新体系服务支撑功能建设，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生态。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育持续深化。普查并收录全市1.3万多家中小科技企业信息，建设企业法人库

与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新评选科技小巨人企业63家（累计311家）、小巨

人培育企业148家（累计914家），98%以上的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投给了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资

助的溢出效应凸显，40家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在国际或国内上市。切实做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政策落实，其中4876家企业享受201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达289.58亿元，减

免税收72.4亿元；5433家高新技术企业和300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别减免税额101.45亿元、3.89

亿元。

全力谋划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以此为契机，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创新

治理体系建设，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科技创新重大战略研究深入开展。根据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全面部署，全力以赴开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方案研究。一方面，深入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

基本内涵，开展顶层设计研究；另一方面，重点研究制度创新和改革工作，聚焦重大创新工程和项目、

体制机制、软环境、人才等方面，基本形成全面创新试验方案，为争取国家试点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稳步推进“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研究编制。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持续深化。梳理现有科技计划体系，制订《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参考手册》，健全

科研诚信管理制度，推动管理标准化、成果电子化和流程再造。加强科技战略研究，与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机构加强合作，建设软科学研究基地，加强科技智库建设。研究

发布实施《关于改革和完善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研究制订科

研经费巡查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启动年度科研经费巡查工作。全面梳理科技行政管理“权力清单”，

编制发布科技类执法行为规范手册，加强依法行政。

鼓励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形成。成功举办2014浦江创新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

联邦总统普京发来贺信。论坛围绕科技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青年创新创

业、创新文化建设、未来科学发展等议题深入探讨交流，在传播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创新思想交流、搭

建创新合作平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举办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第2届上海市社区科技创新

屋创意制作大奖赛等科普活动，加快建设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天文馆、航天博物馆等重要科普场馆，

“社区创新屋”覆盖全市17个区县。举办第3届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

聚焦创新主体，创新创业服务持续优化

聚焦改革创新，创新治理能力持续改善

66.8%

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牵头 大专院校牵头 科研院所牵头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切实落实《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3—

2020年）》，推进行政审批权下放，突出政策试点和先行先试，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业的总量增长、质量提升，打造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和示范区域。张江示范区拓展为

“一区二十二园”，总面积增至531平方公里。截至11月，示范区总收入2.65万亿元、工业总产值1.05

万亿元、出口创汇519亿美元、净利润154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2.2%、7.1%、10.1%、8.3%。支

持区县创新发展，进一步深化市区联动，从技术导向的“创新热点”向产业导向的“创新集群”发展，

调动各区县积极性。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和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

创新服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建成71家创业苗圃、107家孵化器、13家加速器，基本形成由“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组成的科技创业孵化服务载体链，“孵化+投资+服务”的创业孵化模式持续

优化。政府从直接办孵化器转向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创业孵化服务，上海涌现出启创中国、起点创业营等

新型创业服务组织和创业社区，以及“创客”平台等新型孵化服务模式，全市各类民营孵化器33家、占

比30.8%。筹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推动技术转移市场化、资本化。举办第2届中国（上海）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54家技术转移机构参展，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0余个。

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通过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上海“3+X”科技信贷服务体系（“3”

指微贷通、履约贷、信用贷，“X”指创新基金信用贷等专门化或区域性的信贷产品）实现操作电子

化，成为全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2014年，450多家科技企业在此平台获得约14亿元

银行贷款（其中344家企业通过履约贷获贷款8.30亿元，32家企业通过信用贷获贷款1.79亿元，43家

企业通过微贷通获贷款0.65亿元）。加快培育企业上市，在“新三板”上市企业超过100家。推动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开展中期票据试点，推动多样化融资渠道建设。

坚持应用导向和价值实现，强化产业关键技术、配套技术和集成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应用示范，努力

打造产业自主技术体系，着力培育发展“四新”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用技术体系建设成效显现。上海产研院加快建设，作为全市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的“智囊”“平

台”“桥梁”和“枢纽”作用初步显现，建成3D打印、大数据等12个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涵盖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在内的60余家机构参与“创新伙伴计划”；杨浦“孵化”、张江“健

康”、徐汇“绿色”、金桥“智能”等创新基地服务功能逐步显现；金桥产业技术创新会议形成一定社

会影响力。全市累计建成86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科

技服务机构，聚焦产业技术创新目标，建立“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

合作。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基础条件、智慧应用，以及新能源与节能生态等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城市光网、下一代广电网等基础设施加快普及。北斗导航、大数据的重点行业应用示范抓紧推

进，中国位置网落户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深化，高清制播、裸眼三维、影视后期制

作等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加快建设，开展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燃料

电池汽车上路示范。世界第三个、国内首个基于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CD绝缘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宝钢

成功运行。崇明生态岛建设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并获得高度评价。

产业技术攻关持续强化。启动第4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带动社会新增投资超过20亿

元，对具有战略意义、产业带动作用大、社会效应显著的新能源汽车、新材料、4G通信、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新型显示、物联网和智慧家庭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布局。目前，4G通信领域的关键技术布局已

基本完成，机器人、可穿戴、大数据等领域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前期部署的战略产品和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如首架C919大飞机总装启动，ARJ21获得适航证，“海洋石油721”大型深水物探船交付，联影

128层CT、112环PET-CT等产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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