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围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要求，制定落实《关于服

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国内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和《关于完

善本市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谋划“十三五”科技人才规划，健全科技人才培养支撑体

系，提升科技人才服务效能。

充分利用科学家月度座谈会、高级科技人才联谊会、科技启明星联谊会等平台，促进人才交流。加

强人才综合服务，持续做好千人专家科技政策计划的推送及辅导，积极开展走访接访，做好在沪院士生

活服务等。为人才发挥智力优势搭建平台，通过开展系列咨询和学术活动，为科技人才建立参与政策咨

询的渠道。针对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实际，积极开展紧缺人才培训。

提升科技人才服务效能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为贯彻落实“22条”意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作用，制定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本市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

若干措施》，从建立健全以创新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科技创新人才管理体

系和制度等9方面推出了相应措施，激发了全市国有企业的科

技创新活力。据统计，2015年上海市国资系统企业计划投资

3545.62亿元，其中80%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

领域。

6月16日，市科委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修订发布《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新办法围绕企

业创新需求，淡化管理、强化服务，推出三大举措。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修订发布

结合科技小巨人企业成长规律，将资助方式调整为后补助

采取“放”的思路，鼓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验收评估时从成长潜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
力、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评判，分级资助

强化服务功能，围绕小巨人企业的创新需求，在科技金融、技术转移转化、全球化发展、协同创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搭建服务平台，引导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的环境

三
大
举
措

18



制定出台首个科技创新中心“22条”配套政策——《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

创业的实施意见》（简称“人才20条”），新政将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改革

平台，发挥“双自联动”优势，创建人才改革试验区，推进人才政策先行先试。在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

管理机制方面，“人才20条”将聚焦人才激励、流动、评价、培养等环节，真正把权和利放到市场主体

手中。

制定落实科创“人才20条”

建立包括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浦江人才、青年科技启明星、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在内的立体

式、多层次梯度资助体系，推进国家和市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实施，制定出台《上海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培育计划管理办法》。年内，共受理人才计划项目网上申请1773项，其中有效申请1577项，最终立项

499项，总资助率为31.6%。

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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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强力引才，沪出入境新政成效初显

7月1日，上海市实施了公安部支持上海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12项出入境新的政策措施。6个月

来，这批新政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集聚创新创业

人员、优化科创中心软环境等方面成效初显。7—

12月，全市共受理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

234人，是上半年受理量的9倍。其中，按照市场化

标准认定的有209人。

2015院士增选结果出炉，13位上海科学家当选

2015年，中科院选举产生了61名新院士，

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了70名新院士。上海共有

13人当选，其中7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截至年底，上海共有院

士176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01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76人（两院院士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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