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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推进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建设，不断夯实“4+1+1”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基础，升级科技金融

信息服务平台、推进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建设、探索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渠道建设。

3.2 科技金融

从2012年开始，市科委先后与上海电气集团、上汽集团和华谊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

立企业科研专项，双方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开展以企业为主导的联合攻关。其

中，企业制定重点合作领域的总体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图，组织研发团队、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

产学研联合攻关，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升级和共同发展；市科委负责对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进

行评估，调动全社会创新资源，进一步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的研发中心，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创

新机制。

与大企业合作专项稳步推进显成效

8月4日，上海发布了由市金融办、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促进本市互

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政府促进互联网金

融发展意见。《意见》明确了上海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努力把上海建成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高地，

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辐射力、创新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意见》共20条，涵盖了全

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工作机制、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环境营造，以

及上海在引导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防控相关领域金融风险方面的打算和举措，为上海互联网金融发展

定下“基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鼓励金融创新，形成竞争发展格局；坚持

营造发展环境，完善行业基础设施；坚持规范健康发展，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出台科技金融政策，扶持互联网金融

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最新开发的“3+X”科技信贷产品在线申请系统上线，新系统在原版

系统的基础上优化了操作流程，并首次实现参与方（包括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科技金融

服务站、评审专家等）的所有操作电子化。目前科技履约保、科技微贷通、小巨人信用贷及成果转化信

用贷均已切换到新的贷款申请系统，新增各类贷款申请700余条。全年“3+X”科技信贷产品为450多

家科技企业解决贷款约14亿元。签订第5期履约保产品协议（30亿元贷款规模），第2期微贷通协议（4

亿元贷款规模），两个产品的合作银行增加至20家，保险公司增加至8家，担保公司增加至4家。同

时，与市发展改革委合作研发“创投贷”产品，专门针对创业投资基金投资的科技企业，第1期试点贷

款规模10亿元。

“3+X”科技信贷服务体系成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

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研发服务平台建设，创新资助模式，从事前资助转变为绩效评估的后补

助，进一步激活存量，强化溢出效应，布局建设和认定128家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在评估评价中特别重

视平台服务企业的效果（2014年被评估的用户满意度达99%以上）；同时大力推动平台运营服务模式

的转型与升级，在集聚创新资源、创新服务手段、服务企业自主研发、支撑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截至10月，平台门户网站注册用户约51.5万，用户数量连续5年居全国同类平台首位，累计对

外服务8370万次；“科技114”服务热线日均话务量约200次，累计31万次。重视引入由企业运作的服

务机构加盟研发平台，目前1124家加盟单位中，企业类占总量的61.5%；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平

台共享服务的受益主体，上海地区企业用户约5.8万家，重点企业用户3210家。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渐成规模

销售规模：200万元—1000万元

贷款金额：最高200万元

全年为43家企业贷款6500万元

微贷通（初创期）

销售规模：不超过1亿元

贷款金额：50万元—500万元

全年为344家企业贷款8.30亿元

履约保（成长早中期）
销售规模：1.5亿元以上或5000万元 

                   以上且承担市科委项目

贷款金额：500万元—2000万元

全年为32家企业贷款1.79亿元

信用贷（成长中后期）

实施“先进高分子材料工程化技术研

究平台”等6个项目

建设上海煤基多联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上海计算化学与化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先进材料、绿色化工技术、工业催化剂

1月，升级为一站式科技资源在线服务平台，升级科

技服务在线检索、咨询、预约等功能，优化专业技术

服务、科技文献、公益培训、专家咨询等线上体验

搭建科技资源在线服务平台

截至10月，汇集加盟机构1100家，集聚30万元以上

大型科学仪器7788台（总价值约100亿元）、高层

次科研人才3万余名，提供研发服务项目21万余项

形成多元化创新资源体系

截至2013年6月，入网平台的大型仪器对外服务量累

计86.57万次，服务收入22.42亿元

提升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利用

3月，与青浦区科委、青浦园、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在技术供需对接、人才

交流合作等方面合作

提升高新技术园区产业能级

部分科技信贷产品

把服务于提高中小科技企业自主创新创业能力，加快科技成果与技术转化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加

快应用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在创业孵化、服务平台、技术转移等方面全面推进创

新创业环境建设。

3.3 研发与转化

高效清洁发电：百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

界机组完成主体方案设计、燃机方面形成

燃气轮机技术体系

高端装备制造：大型铸锻件实现AP1000

和高温气冷堆核岛大锻件科技攻关、完成

4项国家重大专项攻关目标并通过验收

新能源：CAP1400核电主泵国产化项目

完成样机设计，大容量钠硫储能电池完成

第一代单体电池和模块研制

集中式电源、集中式电网、分布式能源

开展“金点子”“体外运作”项目

通过资金保障、流程完善形成全面

的配套措施

成立前瞻研究和管理部，建立3个研

究小组

上海电气
集团

上汽集团

华谊集团

研发平台

节能与新能源动力系统、整车集成
及轻量化技术、汽车电子及车联网
技术

第三部分  服务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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