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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经济总量2030.36亿元，同比增长8.1%。在医药商业和研发服

务外包领域，上海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制造业领域正加速从传统、低端的化学药制造向高端、高效

的生物制药及高端医疗器械制造转型，初步形成了制造业、商业和服务外包业“三业并举、协同发展”

的格局。

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增长

完善组织保障，确保各项部署有效落实

新药研发

国家层面：召开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

全市层面：依托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办公室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新药生产批件7个

申报新药证书21个，其中1类新药8个

获新药临床研究批文18个，其中1类新药获
批进入3期临床3个

医疗器械
74个3类医疗器械产品提交注册申请

对接重大专项，争取部委支持，优化布局

承担国家重大新药专项项目和经费均占专
项总数的20%

获批立项23项，经费2.3亿元

获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示范工程”试点

布局创新抗体药、微创医疗器械研发等科
技攻关项目

强化顶层设计，提供产业发展有力保障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4—2017年）》

《关于促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2014版）》

适度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产业基地的建设

拓展产业布局新空间：嘉定区新增5平方千米，浦东、闵行、奉贤等区新增3.5平方千米

调整园区产业结构：金山、奉贤、青浦与浦东建立信息交流和产业项目推荐、研发成果
                                转移的对接机制

推进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确保产业发展后劲

完成生物医药领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8亿元

上海生物制品所新生产基地、微创医疗新大楼、联影医疗研发生产基地等建成

强生、安进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等落户
制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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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制造业

积极做大医药商业

加快发展研发外包服务业

聚焦支持企业发展

重点培育做大产品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5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考察位于嘉定的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联影用短

短 3 年的时间让民族品牌在世界医疗器械行业占据一

席之地。自主研发的 11 款高端影像产品已获国家注

册认证并成功推向市场。其中，联影 96 环超清高速

PET-CT 以分辨率和扫描速度的双重突破，填补了国

际空白；高均匀度大孔径 1.5T 超导磁共振采用了自

主研发的国际上最均匀的超导磁共振磁体，树立了

1.5T超导磁共振的国际新标杆。同时,代表国际水平、

中 国 首 创 的 128 层 CT、112 环 PET-CT、3.0T 

MRI 等产品也即将获批进入市场。

民族品牌腾飞，加速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

探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验证“上海模

式”——新型“基于二次培养的香菇工厂化

生产工艺”。这种模式在选育专用香菇品种

的前提下，彻底摒弃传统香菇用菌袋生产菌

棒的模式，实现香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全

程机械化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了自动化程度和劳动效率。目前该模式已进

行了小试和中试，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示范正

在有序推进。

香菇工厂化生产“上海模式”取得突破

2014年，继续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总体要求，重点围绕能源与海洋科

技、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推广

应用和综合示范，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着眼社会民生热点，强化顶层设计，多方联动促进科技惠

民见实效。如布局宝山区南大地区、普陀区桃浦工业场地土壤污染修复，金泽生态水源湖（库）建设和

青草沙水库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PM2.5来源快速解析及大气环境承载力等重点项目，部分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获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完成崇明

生态岛建设国际评估，建设模式获得联合国广泛认可；以海洋油气资源勘探与开采为重点开展整体规

划，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加快建

设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开启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的新型商业模式探索。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

行活动圆满完成，充分展示了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成果。浦江镇大型居住社区PC高层住宅楼建

成。主动式太赫兹类阵列探测器人体安检仪投入机场运用。

2.2 生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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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上海发布《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这是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首次针对“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圈内生态示范区域的建设进程”开展的国际评估。报告认为崇明岛

生态建设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其核心价值反映了绿色经济理念，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的典型案例，值得推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计划将把崇明生态岛建设作为典型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

教材，供全球42个岛国学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崇明生态岛点赞

为应对上海水质变化复杂、突发污染隐患较大等难题，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各部门联防联动、

积极部署，重点结合金泽生态水源湖（库）设计建设、青草沙水库和东风西沙水库安全运行保障需求开

展科研攻关，取得多项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上海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

开展安全评价，强化水质监控预警。构建河口水库型水源地水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完成了对东风

西沙水库、青草沙水库和陈行水库3个水源地的环境风险等级评价。通过开展太浦河和松浦大桥取水安

全评估、水利联合调度、生态设计与构建技术研究，建成流域和区域协同监管的水文水质测报预警系统

和应用平台。

优化水库运行调度，管控农业径流污染。通过开展咸潮入侵路径、预测预报技术，水库水力调控与

生态管控技术研究，形成青草沙水库运行调度模式；提出东风西沙水库避咸蓄淡、避污蓄清、防控富营

养化的综合要求；编制了农田氮素污染控制操作管理规程，形成农业径流污染管控综合措施，构建了多

个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生态拦截示范工程。

立体构建水源地水生态系统，提高水体自我修复能力。以东风西沙水库为示范，提出水库水生态系

统构建的水生动植物优化配置方案，并开发以新能源为动力的太阳能水生态修复设备技术，增强水体复

氧和自净能力，抑制藻类生长。

科技支撑水源地安全保障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上海在大气污染的形成机制及对健康影响的机理、污染的预报预警，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控

制等领域，部署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与应用示范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4年，针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一体化程度高的特点，上海重点推进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机制的启动和开展，各项工作取得良好开端。重点治理任务有效实施，燃煤电厂污染治理全面落

实，燃煤锅炉和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取得较快进展，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度进一步加大，工业污染治

理加快推进；启动和加强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体系和区域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启动“区域大

气污染源解析”和“大气质量改善关键措施”2项重点科研项目；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的“长

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支撑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通过科技部的立项论证和综合评审；以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为平台，成功保障南京青奥会环境质量。

长三角联手，科技治霾

◆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

协商统筹

责任共担

信息共享

联防联控

协作原则
会议协商

分工协作

共享联动

科技协作

跟踪评估

工作机制

 ◆协调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在长三角区域的贯彻落实

◆ 研究长三角区域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问题

◆ 推进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工作，通报交流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协调解决区域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 推动长三角区域在节能减排、污染排放、产业准入和淘汰等方面环境标准的逐步对接统一

◆ 推进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环境信息共享、预报预警、应急联动、联合执法和科研合作

具体职能

三省一市八部委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崇明生态岛建设成效

10月9日，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基地落户上海，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成为全国唯一基地。建有两

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的上海外三电厂，正积极开展新一代高低位分轴布置汽轮机发电技术的研发

工作并已取得重要进展。基于新技术，在600℃等级材料的条件下，发电机组的供电煤耗有望进一步降

低至251g/kWh，含脱硫、脱硝的机组额定净效率将达到或超过49%，发电效率达51％，远超国外正在

研发的700℃高效超超临界机组的期望效率。

上海外三电厂引领全球煤电节能创新

煤耗287.44 g/kWh

创造了世界电厂煤耗值最低记录

煤耗279 g/kWh

成为世界上首个冲破280 g/kWh

煤耗关口的电厂

研发新一代高低位分轴布置

汽轮机发电技术

煤耗可达251 g/kWh煤耗282.16 g/kWh
煤耗277 g/kWh

煤耗276 g/kWh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通过治理入侵物种、限制开垦湿地、保
护和管理生态栖息地、综合治理有害生
物等方式，实现了对湿地生态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的保护

通过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截污纳管与集中处
理设施建设，开创了农村污水分散式处理
新模式，水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在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上，努力实现“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崇明县生活垃
圾综合处置场被列为Ｉ级无害化处理厂

崇明岛零散式农业经营已开始向绿色、有
机品牌体系建设转变

低碳发展战略和模式已初步建立

具备了“在‘十二五’期间努力确保全岛
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的能
力

自然生态建设方面 人居生态方面 产业生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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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在长三角区域的贯彻落实

◆ 研究长三角区域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问题

◆ 推进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工作，通报交流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协调解决区域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 推动长三角区域在节能减排、污染排放、产业准入和淘汰等方面环境标准的逐步对接统一

◆ 推进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环境信息共享、预报预警、应急联动、联合执法和科研合作

具体职能

三省一市八部委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崇明生态岛建设成效

10月9日，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基地落户上海，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成为全国唯一基地。建有两

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的上海外三电厂，正积极开展新一代高低位分轴布置汽轮机发电技术的研发

工作并已取得重要进展。基于新技术，在600℃等级材料的条件下，发电机组的供电煤耗有望进一步降

低至251g/kWh，含脱硫、脱硝的机组额定净效率将达到或超过49%，发电效率达51％，远超国外正在

研发的700℃高效超超临界机组的期望效率。

上海外三电厂引领全球煤电节能创新

煤耗287.44 g/kWh

创造了世界电厂煤耗值最低记录

煤耗279 g/kWh

成为世界上首个冲破280 g/kWh

煤耗关口的电厂

研发新一代高低位分轴布置

汽轮机发电技术

煤耗可达251 g/kWh煤耗282.16 g/kWh
煤耗277 g/kWh

煤耗276 g/kWh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通过治理入侵物种、限制开垦湿地、保
护和管理生态栖息地、综合治理有害生
物等方式，实现了对湿地生态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的保护

通过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截污纳管与集中处
理设施建设，开创了农村污水分散式处理
新模式，水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在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上，努力实现“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崇明县生活垃
圾综合处置场被列为Ｉ级无害化处理厂

崇明岛零散式农业经营已开始向绿色、有
机品牌体系建设转变

低碳发展战略和模式已初步建立

具备了“在‘十二五’期间努力确保全岛
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的能
力

自然生态建设方面 人居生态方面 产业生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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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既是各国抢占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空间，又是一个巨大的蓝色宝库，蕴藏着人

们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源。探测、开发深海资

源，开发相关技术、装备，已成为重要的国

际科技竞争焦点。2014年，上海成功研制

3000米级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

和无人深潜器“海马号”，在深海探测领域

实现再次突破。 

“海洋石油721”是由中船上海船舶有

限公司自主建造的大型深水物探船，专门从

事海上三维地震采集作业，工作水深达3000

米，可在5级海况和3节海流情况下采集深水

油气资源数据，能对“海底山川”进行“核

磁共振”般的精确扫描。“海洋石油721”

可与深水勘察船、深水钻井平台形成一条海

洋油气勘探、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产业链，

是国家海洋油气能源开采的重要技术装备。

深海探测研究不断创新再获新突破

“海洋石油721”交付，深海勘探拓至3000米

2014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立足上海制造业现状与优势，以“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着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积极培育带动性强、

发展潜力大、技术密集度高、低碳环保的先进制造业，多项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取得新突破，

一批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应用。继续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新材料和新工艺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研

发，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微刻蚀机获得韩国厂商重复订单，凯世通太阳能离子注入机实现海外销售，睿

励TFX3000光学测量设备通过韩国三星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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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深空、深海领域高端装备制造的研发与产业化，取得多项突破。开展

11000米级全海深自航式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研制，大型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721”成功交付，无

人深潜器“海马号”成功完成4500米海试，商飞ARJ21完成适航取证，C919大型客机进入总装，异

轨多星发射技术取得突破，成功研制多星发射上面级。 

2.3 精品上海

2014年，落实《上海市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13—

2015年）》，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

范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系

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取得

新进展，整合资源持续支持共性关

键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上海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稳步发展。

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推进

◆ 截至年底，上海已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12885辆，基本完成了2013—2015年计划推广目标。

◆ 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汽集团与一嗨租车陆续推出面向机构和个人的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创新新能源

汽车推广模式

◆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超级电容客车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作为公交车进行应用推广。上海制定的超级

电容城市客车标准成为保加利亚的行业标准，并被欧盟认可

◆ 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行活动自8月下旬启动，历时3个月，行驶里程近万公里，途径全国15个省市自

治区的64个城市，并在15个城市举办活动。在经历了自然环境大跨度变化的考验后，车辆都表现出了

良好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充分检验了新能源汽车在多种气候、路况、海拔等自然环境下的适应性及零

部件性能和技术指标，展示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开展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

◆ 上汽集团成为全球首批获得美国UL公司“UL2580大电池安全认证”的整车企业

◆ 11月，上汽集团旗下的新能源车队包揽了“必比登挑战赛”纯电动组、混合动力组和燃料电池组3项

全球第一，标志着国产新能源车进入世界第一阵营

应用推广
稳步推进

屡获国际认可

“万里行”
见证真实力

4月22日，由上海交大牵头完成的45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海马号”在南海成功完成海

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海马号”的设计和建造

历时近6年，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全面掌握了大深度无人化遥控潜水器的各项关键

技术。

无人深潜器“海马号”4500米海试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