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稳步发展

2015年，紫竹高新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政策扶持企业创新

发展，成立紫竹新型孵化器等众创空间，着力营造良好的科研、产业、创业和生活配套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和谐发展。截至年底，入驻高新区企业885家；累计吸引合同外资30亿美

元，外资投资总额57.9亿美元，内资250亿元；累计申请专利17390件，其中发明专利16040

件；累计获专利授权9236件，其中获发明专利授权7888件。全年，高新区技工贸收入430亿

元，同比增长16.2%；实现税收超50亿元，同比增长22%，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良好增长态

势。10月，高新区获国家版权局授予的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地）称号，并通过上海市知识产

权示范园区验收。

制定《紫竹国家高新区关于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实施意见》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从认定资助、基础设施资
助、贷款贴息、营运资助、租房资助等方面给予扶持，并
从人才、研发、上市扶持、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建设等方
面给予政策支持与资助

政策扶持

中国（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主楼区域正式启用

◎中国网络剧微电影创意创业中心、国内首个家庭游戏
产业孵化基地已落户，吸引优酷土豆、新浪体育、东方
明珠新媒体、TCL-IMAX等一批在网络视听细分领域处
于领先的企业

产业基地

联合微软、英特尔、东方明珠、合一集团等设立5家专业
孵化器

◎构建“场所+投资+专业服务+政策支持”的创业孵化体
系，提供1.2万平方米创业孵化基地

众创空间

增强科技金融服务，在原有紫竹创投和闵行紫竹科技创
业基金的基础上设立总额为10亿元的“小苗基金”

◎先期投入1亿元，聚焦创业企业A轮及天使轮阶段的风
险投资项目，计划通过2—5年的运作，带动5—10亿元
社会资金投入

科技金融

4.2 国内外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

深化国内科技合作，构建区域协同合作平台

以科技创新促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从沿线地区实际需求出发，探索区域合作协同创新机

制，构建区域协同合作平台，营造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良好环境，积极推动国内合作的深入发

展，增强上海科技创新的集聚力与辐射力。

深化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聚焦区域共性热点，积极打造区域协同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区域功能

性服务平台，就区域共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对接国家战略，推动自主研发重大科技成果在

区域内示范应用和产业化进程。启动《基于自贸区制度创新服务长三角跨境食品贸易监管和处置平台

的开发和应用》项目。支撑对口支援地区跨越发展。以增强对口支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

善民生为核心，扎实推进科技对口支援各项任务。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藏基地自2014年揭

牌成立以来，2015年获科技部农村司审核批准。拓展区域合作路径与渠道。坚持“国际视野、国内市

场、上海特色”的理念，打造科技合作交流品牌活动，培育区域特色科技合作交流活动。召开2015沪

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组织现代农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领域28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与云南

150多家单位现场对接，签署31项合作协议，意向签约金额10.45亿元。同时，沪滇双方聚焦“生物

治疗”领域，组织召开“生物治疗技术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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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浦江创新论坛
主题：全球创新网络 汇聚共同利益

一个全体大会

一个主宾国（以色列）论坛
——科技创新引领中以合作

九个专题论坛

两个合作论坛

舆论媒体关注度高与国家重大战略契合度高 

两场对接活动

议题涉及并突出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自由贸
易区、“一带一路”、区域协
同发展、“互联网+”及“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等重要战略

国际化程度高 

演讲嘉宾137人，创历届之最，其中境外嘉宾
33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知名学者、企业家做主
旨演讲

主宾国以色列由副总理Silvan Shalom任团长
的80余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

官产学研协同度高

政界及国际组
织高层26名、
海内外知名学
者40名、企业
家71名

Nature，以及国内外
80多家机构和媒体持
续关注

论坛的召开获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重
点报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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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特点

深化国内科技合作，构建区域协同合作平台

以科技创新促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从沿线地区实际需求出发，探索区域合作协同创新机

制，构建区域协同合作平台，营造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良好环境，积极推动国内合作的深入发

展，增强上海科技创新的集聚力与辐射力。

深化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聚焦区域共性热点，积极打造区域协同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区域功能

性服务平台，就区域共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对接国家战略，推动自主研发重大科技成果在

区域内示范应用和产业化进程。启动《基于自贸区制度创新服务长三角跨境食品贸易监管和处置平台

的开发和应用》项目。支撑对口支援地区跨越发展。以增强对口支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

善民生为核心，扎实推进科技对口支援各项任务。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藏基地自2014年揭

牌成立以来，2015年获科技部农村司审核批准。拓展区域合作路径与渠道。坚持“国际视野、国内市

场、上海特色”的理念，打造科技合作交流品牌活动，培育区域特色科技合作交流活动。召开2015沪

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组织现代农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领域28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与云南

150多家单位现场对接，签署31项合作协议，意向签约金额10.45亿元。同时，沪滇双方聚焦“生物

治疗”领域，组织召开“生物治疗技术专场”活动。

2015浦江创新论坛：聚焦“全球创新网络”

以“全球创新网络 汇聚共同利益”为主题的2015浦江创新论坛于10月27—28日召开。李克强

总理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为论坛致贺信。论坛议题对上海、乃至全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政策论坛企业论坛 制定开放包容的创新政策构建开放的创新组织

区域（城
市）论坛

科技金融
高峰论坛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区域发展

未来（科
学）论坛

脑科学与人工智能

文化论坛 创客和社会革新

创业者论坛 新形势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共建科技金融生态圈

产业论坛
之智慧医疗

全球产业新格局与战略选择

产业论坛之
工业互联网

全球产业新格局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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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大力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紧贴时代要求和发展需求，积极拓展国际科技

交流与合作的渠道，推进上海与友好地区政府和机

构的交流，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积极通过国际科技

合作渠道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

努力，继续搭建好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支持和开

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

以“绿色技术，绿色未来”为主要展示主题，设立2015年工博会“创新科技馆”；与施普格林 ·

自然集团-自然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学术推广、科学普及、合作交流、人才服务、科技

宣传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积极与境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与克罗地亚鲁杰博斯科维奇研究所签署了

科技合作备忘录，加快推进上海科技融入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工作。

37

工博会“创新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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