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上海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2015年度市委一号调研课题为引领，举全市之力，坚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关键，以

创新人才发展为首要，以创新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以重大创新任务布局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一部分

作为2015年度市委“一号课题”，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广泛动员、深入调研，形成了具有前瞻

性、操作性、突破性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意见。

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2条”）。5月25日，十届

市委八次全次专题审议科技创新中心建设；5月26日，市委、市政府发布“22条”。“22条”着力深化改

革和创新，着力破除长期以来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市场、人才等创新要素，为创新创造松

绑，为创新驱动发展集聚能量。“22条”明确了要将上海建成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创新网

络的重要枢纽及国际科学、技术和产业策源地之一；并分阶段有序推进，到2020年，形成科技创新中心

基本框架体系，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到2030年，着力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代表国

家参与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与合作。

聚焦国家战略制订先行先试方案。研究形成了《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方

案》，通过2015年科技部-上海市部市会商会议审议，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纳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

系建设领导小组议程。形成《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已原则通过。制订《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研究编制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推进上海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

五”规划研究编制工作。聚焦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需求，坚持愿景引领、问题导

向、开放办法，以培育和发展创新生态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重大创新举措为抓手，围绕

培育创新生态、追求卓越创新、打造产业领袖、应对社会挑战等方面，凝练提出了一批发展主题和重点

任务。

举全市之力，系统谋划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顶尖水平，尊重和把握科技创新规律，坚持使命导向、破解难题与鼓励自由探索

相结合，更加关注科学的长远价值和创新人才培育，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引领和带动技术创新，创造新

的需求。

聚焦前沿，提升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重大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稳定支持重点学科方向的自由探索，瞄准科学前沿，加强在脑科学、中医

药、新材料等重大交叉前沿领域的前瞻部署和推进，涌现出了记忆再巩固机制研究、采用代谢工程策略培

育高含量青蒿素及产业化、二维晶体材料、D-A反应的生物催化机制等一批重量级创新成果，为解决制约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2015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

发表论文18篇，占全国的26.1%；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有1篇，占全国的3.4%；

在《自然》上发表论文23篇，占全国的25.8%；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有6篇，占

全国的14.6%；在《细胞》上发表6篇，占全国的54.5%；其中以第一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5篇，占

全国的55.6%。2015年，上海共有54项牵头及合作完成的重大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

的16.5%，连续第13年保持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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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更加关注科学的长远价值和创新人才培育，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引领和带动技术创新，创造新

的需求。

重大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稳定支持重点学科方向的自由探索，瞄准科学前沿，加强在脑科学、中医

药、新材料等重大交叉前沿领域的前瞻部署和推进，涌现出了记忆再巩固机制研究、采用代谢工程策略培

育高含量青蒿素及产业化、二维晶体材料、D-A反应的生物催化机制等一批重量级创新成果，为解决制约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2015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

发表论文18篇，占全国的26.1%；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有1篇，占全国的3.4%；

在《自然》上发表论文23篇，占全国的25.8%；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有6篇，占

全国的14.6%；在《细胞》上发表6篇，占全国的54.5%；其中以第一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5篇，占

全国的55.6%。2015年，上海共有54项牵头及合作完成的重大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

的16.5%，连续第13年保持两位数。

授
奖
总
体
情
况

生物医药领域

信息技术领域

能源与环境领域

新材料领域

其他

28.8%
79项

15.7%
43项

32.8%
90项

15.0%
41项

7.7%
21项

新
兴
产
业
引
领
发
展

企
业
成
为
创
新
主
体

43.4%
285家

26.1%
171家

12.8%
84家

17.7%
116家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

24.1% 28.5% 7.4%37.2%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65岁

获
奖
人
员

4%
10项 9.5%

26项

9.5%
26项

1%
3人

自然科学奖“杰青”奖

国际合作奖

获奖项目

技术发明奖

科技进步奖

科技奖励人员共2248人

年
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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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22项

95%
274项

数读2014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面向重点领域的未来发展，凝练和前瞻布局一批对国家战略任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个方面有重

大促进和带动作用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加快重点产业技术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重大项目工程加快布局。围绕“22条”中“8+14”任务的重点部署，形成民用航空发动机等一批重

大专项实施方案。加快高温超导、集成电路装备、微技术、高端医疗器械、北斗导航、机器人、大数据等

方向的科技前瞻布局、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同步推进。世界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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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进展顺利；先进传感器芯片技术取得突破，自主研发的三轴磁传感

器、加速度计、陀螺仪加快产业化；北斗导航技术持续攻关突破，实施完成了北斗长三角应用示范工程一

期工作；新能源汽车研发与推广同步发力，上汽成为国内唯一具有氢燃料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前瞻布局，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充分发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创新改革政策优势和产业集群汇聚的优势，吸引和集聚资金、高端人才、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顶尖研究

机构等支持上海基础研究和重大战略科技项目投入。深化上海光源一期、蛋白质科学设施、超算中心、国

家转化医学中心等大科学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进一步争取海底观测网等新一批

大设施项目，力求在国家急需的若干基础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创新人才队伍结构日益优化。2016年自然科学基金计划、启明星计划、扬帆计划等计划的资助经费

均翻番。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累计资助青年科学家2300多人次，成为一大批院士等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第一桶金”。2015年，共资助扬帆计划150人、启明星计划100人、学科带头人47人、技术学科带头人

53人。上海新增两院院士13人，上海两院院士达到176人（其中1人为两院院士）。

科
技
人
才
计
划

2015年入选116人,

累计1186人

2006年启动

䎘聶鳏忴＃鰱昷䄯￥

2015年新增145人，累计771人,
其中创新人才692人,

创业人才79人

2008年启动

跤俖＃轅鳏㚧陝￥

2015年入选285人，
累计2787人

2004年启动

犑焎鳏忴㚧陝

2015年入选100人，
累计1217人

1995年启动

〓蟐叧梮0恖梮夃俧鳏

2015年入选100人，
累计2343人

1991年启动

䉣妘蟨恖蕓暺曐

2015年入选150人，
累计300人

2014年启动

䉣妘蟨恖餚忴椂壌㚧陝

2015年入选119人，累计 676人,
其中创新人才560人,

创业人才116人

2011年启动

鰱昷＃轅鳏㚧陝￥2012年启动

攝昦鳏忴扢㫧㚧陝
2015年入选52人（个），累计120人（个），

其中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8人，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31人，创新团队11个，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10个

国家重大专项取得突破。持续加强重点产业和科技领域、关键环节的研发和攻关，着力攻克了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填补了一批重大技术和装备空白，在多个领域培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C919大飞机完

成总装下线，已获订单517架；首架ARJ21新支线客机交付客户使用，订单总数超过300架；新型运载火

箭长征六号首飞并实现“一箭20星”。“40—28纳米集成电路制造用300毫米硅片”项目正式启动，华力

55纳米工艺趋于成熟，中芯（上海） 28纳米工艺制程完成开发，中微IC刻蚀机获得韩国厂商重复订单，展

讯通信公司成功研发28纳米工艺的五模LTE芯片。

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坚持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主线，以重大发展需求和技术突破为动力，以

培育企业主体和实施专项工程为抓手，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聚、跨越发展。300mm大硅片

正式投产，国内首款5.6寸OLED柔性显示屏、17.2万方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船等一批重点项目实现突破。

1—11月份，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增加值7016.02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

75.92亿元，同比增长28.6%；新能源产业增加377.49亿元，同比增长1.1%。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加快突

破关键技术，优化重大项目布局，产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1—11月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经济总量达

2248亿元，同比增长5.64%。联影高端医疗器械设备进入一批三甲医院使用，1.1类创新药吗利福肽和

马来酸蒿乙醚胺进入临床。全市市医疗器械企业首次注册的医疗器械创新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预计比

去年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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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动科技与金融更加紧密地结合

        《关于促进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

        “3+X”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助力科技中小微企业发展

3.3 构建完善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试点开展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3.4 加大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力度

3.5 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助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少年爱迪生》第三季，秀出青少年的科技梦

        2015年上海科技节：聚焦万众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015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上海科技馆，构建“三馆合一”新格局

第四部分 推进开放创新,构建完善的创新网络

4.1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

        围绕中心工作，统筹谋划示范区建设

        “双自联动”方案出台，对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健全“双创”服务体系，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推进人才实验区建设，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坚持先行先试，持续推动各项改革试点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服务国家战略

        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稳步发展

4.2 国内外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

        2015浦江创新论坛：聚焦“全球创新网络”

通过完善创新创业政策，创新服务模式，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壮大创新创业群体，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

众创空间蓬勃兴起。大力发展众创空间，优化创新创业载体功能，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开放式的综合创业服务。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加强创新创业

服务，激励大众创新创业。启动实施“创业浦江”行动计划，组织上海市创新创业大赛，试点开展科技中

介服务体系建设。成立国内首家区域性众创空间联盟——上海众创空间联盟，已有57家联盟会员及134家

各类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备案。积极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

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上海众创空间的建设呈现出天使投资、大企业平台、产业链生态、咖啡沙龙等十大运

营形态和模式，超过90%的孵化器为社会力量办。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有各类众创空间孵化机构450余

家。其中众创空间指导意见发布以来新增各类众创空间超过100家。苏河汇、莘泽孵化器成为新三板众创

空间第一、第二股。

营造环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面向重点领域的未来发展，凝练和前瞻布局一批对国家战略任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个方面有重

大促进和带动作用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加快重点产业技术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重大项目工程加快布局。围绕“22条”中“8+14”任务的重点部署，形成民用航空发动机等一批重

大专项实施方案。加快高温超导、集成电路装备、微技术、高端医疗器械、北斗导航、机器人、大数据等

方向的科技前瞻布局、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同步推进。世界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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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进展顺利；先进传感器芯片技术取得突破，自主研发的三轴磁传感

器、加速度计、陀螺仪加快产业化；北斗导航技术持续攻关突破，实施完成了北斗长三角应用示范工程一

期工作；新能源汽车研发与推广同步发力，上汽成为国内唯一具有氢燃料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创新创业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优化和提升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截至年底，平台集聚了

1226家服务机构，包括117家市级重点实验室，232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8家专业技术服务平

台，8414套大型科学仪器。平台累计访问量5.03亿人次，注册用户65.9万人，其中包括近3万家上海科技

企业。发挥平台科技资源集聚和开放的优势，探索试行科技创新券政策，扩大受益范围，增大补贴力度，

简化申请流程，积极为中小微企业和创客提供全面、可及性强的科技服务。截至年底，已有1024家企业、

14个创业团队共获得科技创新券支持。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加快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在中关村政策延伸至张江的同时，

结合张江特色，围绕人才集聚、跨境融合、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细化完善相关扶持政策。积极推进上海

自贸试验区与张江示范区联动，试点创新人才引进、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科研院所改革、国际合作等方

面改革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认定的初审权、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等审批权限下放自贸区和张江示范区，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扩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实施张江示范区创业示范工程，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服务试点平台、科技金融服务试点平台建设，为各类企

业提供信用服务和精准融资等方面的对接。截至11月，示范区总收入3.22万亿元、出口创汇594.59亿美

元、实缴税费1424.59亿元，净利润1673.0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2、9.3%、8.9%和5.5%。

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正式开盘，推进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其中，科技创新板首批共有27家企业挂牌，涉及互联网、生物医药、3D打印等新兴行业。在创业

板上市的35家上海企业中，29家曾获得科技小巨人工程扶持，占比达82.9%；2014、2015年创业板上市

的7家上海企业全部为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截至11月，为全市的382家企业提供科技企业贷款

13.54亿元；其中，科技履约保共向292家企业发放贷款额度9.68亿元；小巨人信用贷向76家企业发放信

用贷款额度3.62亿元。

创新创业活动常态化开展。重点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推进创新创业

活动常态化。开展了“双创活动周”、第四届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一大批活动，使上海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其中，“双创活动周”期间共开

展了105场项目路演、投资对接、政策宣讲、创业培训和辅导、创业论坛和沙龙活动。扎实开展科普活

动，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举办201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和2015上

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发布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三年行动计划。以“全球创新网络汇聚共同利益”为主题的

2015浦江创新论坛成功举办，李克强总理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分别发来贺信。

国家重大专项取得突破。持续加强重点产业和科技领域、关键环节的研发和攻关，着力攻克了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填补了一批重大技术和装备空白，在多个领域培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C919大飞机完

成总装下线，已获订单517架；首架ARJ21新支线客机交付客户使用，订单总数超过300架；新型运载火

箭长征六号首飞并实现“一箭20星”。“40—28纳米集成电路制造用300毫米硅片”项目正式启动，华力

55纳米工艺趋于成熟，中芯（上海） 28纳米工艺制程完成开发，中微IC刻蚀机获得韩国厂商重复订单，展

讯通信公司成功研发28纳米工艺的五模LTE芯片。

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坚持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主线，以重大发展需求和技术突破为动力，以

培育企业主体和实施专项工程为抓手，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聚、跨越发展。300mm大硅片

正式投产，国内首款5.6寸OLED柔性显示屏、17.2万方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船等一批重点项目实现突破。

1—11月份，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增加值7016.02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

75.92亿元，同比增长28.6%；新能源产业增加377.49亿元，同比增长1.1%。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加快突

破关键技术，优化重大项目布局，产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1—11月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经济总量达

2248亿元，同比增长5.64%。联影高端医疗器械设备进入一批三甲医院使用，1.1类创新药吗利福肽和

马来酸蒿乙醚胺进入临床。全市市医疗器械企业首次注册的医疗器械创新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预计比

去年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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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走好“退、放、进、变”四部曲，退出对市场不

必要的干预、给市场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市场失灵”领域主动作为、积极转变理念改进政府服务，

努力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全面优化。结合“22条”的落实，围绕人才改革、众创空间、国企科技创新、科技

金融、财政支持、成果转移转化、开放合作策等重点领域改革，出台了一批先行先试的科技创新政策措

施，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如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从主要依

靠无偿资助的供给侧政策，转向更多为成果应用推广营造空间、提供服务的需求侧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和

社会资本参与，同时，确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技术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下放审批权限、激发创新活

力、促进产学研协同。

创新功能型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加强关键领域创新型功能平台建设规划布局，面向上海产业创新发展

转变职能，完善市场导向的创新体制机制

通过完善创新创业政策，创新服务模式，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壮大创新创业群体，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

众创空间蓬勃兴起。大力发展众创空间，优化创新创业载体功能，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开放式的综合创业服务。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加强创新创业

服务，激励大众创新创业。启动实施“创业浦江”行动计划，组织上海市创新创业大赛，试点开展科技中

介服务体系建设。成立国内首家区域性众创空间联盟——上海众创空间联盟，已有57家联盟会员及134家

各类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备案。积极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

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上海众创空间的建设呈现出天使投资、大企业平台、产业链生态、咖啡沙龙等十大运

营形态和模式，超过90%的孵化器为社会力量办。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有各类众创空间孵化机构450余

家。其中众创空间指导意见发布以来新增各类众创空间超过100家。苏河汇、莘泽孵化器成为新三板众创

空间第一、第二股。

创新创业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优化和提升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截至年底，平台集聚了

1226家服务机构，包括117家市级重点实验室，232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8家专业技术服务平

台，8414套大型科学仪器。平台累计访问量5.03亿人次，注册用户65.9万人，其中包括近3万家上海科技

企业。发挥平台科技资源集聚和开放的优势，探索试行科技创新券政策，扩大受益范围，增大补贴力度，

简化申请流程，积极为中小微企业和创客提供全面、可及性强的科技服务。截至年底，已有1024家企业、

14个创业团队共获得科技创新券支持。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加快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在中关村政策延伸至张江的同时，

结合张江特色，围绕人才集聚、跨境融合、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细化完善相关扶持政策。积极推进上海

自贸试验区与张江示范区联动，试点创新人才引进、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科研院所改革、国际合作等方

面改革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认定的初审权、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等审批权限下放自贸区和张江示范区，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扩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实施张江示范区创业示范工程，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服务试点平台、科技金融服务试点平台建设，为各类企

业提供信用服务和精准融资等方面的对接。截至11月，示范区总收入3.22万亿元、出口创汇594.59亿美

元、实缴税费1424.59亿元，净利润1673.0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2、9.3%、8.9%和5.5%。

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正式开盘，推进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其中，科技创新板首批共有27家企业挂牌，涉及互联网、生物医药、3D打印等新兴行业。在创业

板上市的35家上海企业中，29家曾获得科技小巨人工程扶持，占比达82.9%；2014、2015年创业板上市

的7家上海企业全部为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截至11月，为全市的382家企业提供科技企业贷款

13.54亿元；其中，科技履约保共向292家企业发放贷款额度9.68亿元；小巨人信用贷向76家企业发放信

用贷款额度3.62亿元。

创新创业活动常态化开展。重点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推进创新创业

活动常态化。开展了“双创活动周”、第四届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一大批活动，使上海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其中，“双创活动周”期间共开

展了105场项目路演、投资对接、政策宣讲、创业培训和辅导、创业论坛和沙龙活动。扎实开展科普活

动，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举办201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和2015上

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发布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三年行动计划。以“全球创新网络汇聚共同利益”为主题的

2015浦江创新论坛成功举办，李克强总理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分别发来贺信。

需求，打造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平台，在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开发中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为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来源。加快建设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完善专业技术服务和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提供更专业、更便利的综合服务。大力推进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建设，力争使上海在全球半导

体产业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年内，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8英寸研发中试线、微机电系统

（MEMS）、射频、系统级芯片（SoC）、系统集成及软件工程、微能源、工程服务平台和产业信息平台

建设均取得重要进展。成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积极探索创新技术转移转化新模式、新业态、新路

径，力争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示范、国际技术转移枢纽、上海科技创新引擎。启动建设国家科技创新资源上

海数据中心，为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服务。

创新管理改革加快推进。试点采取创投引导、事后补助、科技创新券等支持手段，对科技中小企业创

新资金引入创新创业大赛选拔和风投举荐的市场选择方式。修订发布科技小巨人扶持办法。进一步研究探

索财政资金统筹协调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进一步扩大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范围。2014年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额335亿元，免税额8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5%；受惠企业5800多家，比上年增长

20%；享受项目近26000项，比上年增长13%。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别达到6071家

和25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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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数字上海：塑造互联互通、开放融合的时代

        助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及产业化发展

        打造MEMS及传感器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高地

        实施智能汽车战略布局，助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化应用

第六部分 上海科技创新发展主要指标分析

6.1 上海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基本情况

6.2 2014年上海市科技指标的主要特征

6.3 国内外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上海的位次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走好“退、放、进、变”四部曲，退出对市场不

必要的干预、给市场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市场失灵”领域主动作为、积极转变理念改进政府服务，

努力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全面优化。结合“22条”的落实，围绕人才改革、众创空间、国企科技创新、科技

金融、财政支持、成果转移转化、开放合作策等重点领域改革，出台了一批先行先试的科技创新政策措

施，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如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从主要依

靠无偿资助的供给侧政策，转向更多为成果应用推广营造空间、提供服务的需求侧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和

社会资本参与，同时，确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技术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下放审批权限、激发创新活

力、促进产学研协同。

创新功能型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加强关键领域创新型功能平台建设规划布局，面向上海产业创新发展

需求，打造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平台，在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开发中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为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来源。加快建设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完善专业技术服务和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提供更专业、更便利的综合服务。大力推进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建设，力争使上海在全球半导

体产业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年内，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8英寸研发中试线、微机电系统

（MEMS）、射频、系统级芯片（SoC）、系统集成及软件工程、微能源、工程服务平台和产业信息平台

建设均取得重要进展。成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积极探索创新技术转移转化新模式、新业态、新路

径，力争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示范、国际技术转移枢纽、上海科技创新引擎。启动建设国家科技创新资源上

海数据中心，为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服务。

创新管理改革加快推进。试点采取创投引导、事后补助、科技创新券等支持手段，对科技中小企业创

新资金引入创新创业大赛选拔和风投举荐的市场选择方式。修订发布科技小巨人扶持办法。进一步研究探

索财政资金统筹协调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进一步扩大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范围。2014年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额335亿元，免税额8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5%；受惠企业5800多家，比上年增长

20%；享受项目近26000项，比上年增长13%。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别达到6071家

和25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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