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各具特色的区县创新稳步推进

各区县遵循创新规律，结合自身实际，统筹各方资源，找准特色优势，加强创新创业环境建

设，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吸引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努力走出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新路。

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大战略，各区县主动在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分工中找准位置、发挥

优势、做出贡献、提高影响力，系统谋划对接参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思路举措。浦东新区发挥“双

自联动”的叠加优势，聚焦联动发展和制度创新，推动投资贸易便利与科技创新功能的深度叠加，促

进制度创新、开放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和最好的科技城。

杨浦区发挥创新资源集中、创新创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与北部相关区一起协同联动，打造在全国乃至

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集聚区，在 2 平方公里范围内延伸创智天地品牌，让“大创智”成为杨

浦转型发展的新引擎。静安区（闸北）按照“三区”功能布局，南部建成服务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创

新资源配置交换区”，中部建成全市独具特色的“科技文化融合示范区”，北部建成“创新创业核心功

能区”，打造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人力资源配置服务中心”。普陀区在全区的空间与功能布局上，

勾画出“一轴两翼”规划蓝图 , 打造武宁路区域科技创新服务策源地，以及以桃浦科技智慧城为核心

的北部创新发展带和长寿、长风、中环等南部创新发展带。长宁区以互联网金融为引领，以“互联网

+”产业为特色，全力打造互联网金融财富天地。虹口区聚焦北部大柏树地区的载体资源整合、项目

规划和推进建设，着力建设大柏树科技创新中心。崇明县坚定生态立岛方向，用“生态 +”理念、“互

联网 +”等创新手段，推动生态岛建设迈上新台阶。

因地制宜，发挥区域禀赋优势

浦东新区：“双自联动”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

出台文件：《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浦东新区行动方案（2015 — 2020
年）》。

功能定位：努力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区。

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形成面向全球的创新要素集聚和辐射功能，基本建成创新型产业集
聚发展的重要基地，基本形成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创造活力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完备的创新创
业综合服务体系。

重点工作：

1. 全力打造最好的科技城——张江科技城。

2. 全力构建最高效的“双自联动”机制——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联动。　　

3. 全力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

4. 全力创建最开放的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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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创新空间布局

张江核心园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国际医学园区重点发展医疗器械、高端医疗服务等
康桥工业园重点发展电子消费终端、机器人等

金桥地区重点发展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移动互联网视听产业、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
外高桥地区重点发展保税研发服务等

临港地区重点推动一批专业园区建设，承接国家重大专项，打造国家级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南汇工业园区重点聚焦新能源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祝桥地区重点发展民用航空产业发展

陆家嘴、世博、高化等沿江地区重点推进互联网与金融、航运、商贸、信息服务、文化创新等跨界融合发展
御桥等地区重点打造精品科技园区，承接特色细分产业成果转化

以张江科技城为核心，向北依托金桥和外高桥，向南依托康桥、国际医学园区、南汇工业园、临港地区等，形成国内规模

最大、创新链最完整、集聚和辐射能力最强的浦东百公里中部创新走廊

打造以张江科技城为核心的中部创新走廊

张
江

科
技
城

南
部

北
部

杨浦区：创新型城区谋划升级版

杨浦创新型城区三大空间布局

闸
殷
路

战略区

核心区

提升区

西 中 东

军

工

路

闸
殷
路

新
江
湾
城
街
道

世
界
路

中
原
路

营
口
路

内
江
路

江
浦
路

嫩江路

殷行街道

五角场镇

五角场街道

四平路街道
控江路
街道

延吉新村
街道

定海路
街道

长白新村
街道

中山北
二路

控江路

平
凉
路

松花
江路

控
江
路

发展目标：

1. 到2016年底，围绕万众创新示范
区、知识技术策源区、技术转移集聚
区，用1年多时间完成科技创新中心重要
承载区基本布局。

2. 到2020年前，着力形成科技创新
中心重要承载区框架体系，建成创新要
素集聚、创新平台完善、创新企业汇
聚、创新人才云集、创新文化活跃、创
新引领能力较强、创新服务便捷、创新
氛围浓厚，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
新创业城区。

3. 到2030年，着力体现科技创新中
心重要承载区核心功能，努力建成创新
人才、科技要素和高新科技企业集聚度
高，创新创造创意成果多，科技创新基
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善的万众创新示范
区，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

出台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的实施意见》。

功能定位：努力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万众创新示范区。

许
昌
路

御
桥
地
区

沿
江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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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区县纷纷出台支持孵化创业空间发

展的综合政策，坚持创业承载的“硬实力”和服务支撑的“软实力”并重，推动完善立体化的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差异化的科技创新发展体系和多层次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带动创新创业，从投资发展、平

台建设、信贷促进、科创项目、人才激励和风险防控等方面，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科创服务环境。闵行区通过提升众创空间品牌服务能力和对接优质众创空间，聚焦众创空间建设，已

与天使汇、启迪创投、沪江网蚂蚁计划、近铁 CLOUD 等多家服务机构和组织对接，创造了“孵化 + 投资”

的运营模式的“起点创业营”孵化基地已孵化培育了 200 个创业项目。静安区着力营造宽容失败、允许

试错的创新创业氛围，形成“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的良好局面，全区形成“南中北”3 个重点功能区

孵化“众创空间”，陆续引进落地了以“飞马旅”为代表的 7 个众创空间创客团队。长宁区入驻苏河汇、

新华鼎创、德必易园、魔量等 13 家众创空间，其中苏河汇已投资孵化出 200 多家企业，并成功上市“新

三版”，成为众创空间的第一股。宝山区编制创业 1 号线、创客 3 号线、创意 7 号线的发展规划，从空

间形态等方面规划好创客、创意两条主线的发展，打造众创空间示范基地，构筑“众创空间体系”。金

山区建设上海临港 · 枫泾科创小镇，努力将枫泾镇打造成为具有市郊特色的创客新天地，枫泾科创小

镇“产学研创孵投”大平台已经启动并投入使用。黄浦区强调众创空间的创新管理，强调选商能力和育

商能力，涌现出一批各自拥有“X+ 孵化”特色模式的“黄浦牌”众创空间。普陀区联合谈家 28、创业

星工厂、近铁创客空间等 20 余家众创空间平台，成立上海市首家区级众创联盟——普陀区众创联盟。

奉贤区通过创业园，吸引了 200 多名专家及其团队前往创业，已有 54 个项目入驻。青浦区和中国青年

报社共同搭建全国青年创新人才青浦工作站，将高校创新人才与上海青浦的项目、人才合作沟通持续化

、机制化。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投资建设创业梦想屋，成为上海首家由社区街道创办的创业服务平台。

营造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嘉定区：“老牌”科技城踏上新征程

出台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的实施意见》及《关于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功能定位：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示
范区。

发展目标：

1. 到2017年底，在全市率先形成
较强的创新资源集聚辐射能力、创新
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创新经济持续发
展能力，基本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框架体系雏
形。

2. 到2020年底，基本形成科技创
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框架体系。

3. 到2030年底，基本建成自主创
新产业化引领区及现代化科技城。

中广国际（孵化器）

上大创客空间（花圃、孵化器）

嘉定高科（花圃、孵化器）

新望众创（花圃、孵化器）

育成中心（花圃、孵化器）

CIE大联盟（花圃、孵化器）

嘉定飞马新立方
（花圃、孵化器）

上海游戏产业孵化器（花圃、孵化器）

东方慧谷（花圃、孵化器）

菊园物联网（花圃、孵化器）

菊园软件信息（孵化器）

新微创源（新型孵化器）华亭镇

嘉定工业园

徐行镇
菊园新区

新城路街道

嘉定镇街道

嘉定新城（马陆镇）

南翔镇

江桥镇

轨交11号线

轨交14号线

轨交13号线

外冈镇

沪嘉众创（孵化器）

疁城创业园（孵化器）

聚慧谷（孵化器）

嘉定青年众创空间（新型孵化器）

安亭众创（孵化器）

上海国际汽车城
创业园（孵化器）

世贸产业园（孵化器）
东锦侨帮侨（孵化器）

环球荟（孵化器）

天敏众创（孵化器）
上海蓝天（孵化器）

星光园（孵化器）

南翔智库（孵化器）

上海希望城（孵化器）

北虹桥创业产业园（孵化器）

嘉定区众创空间示意图

安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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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园区勇于突破创新，紧紧抓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的发展机遇，主动对接

《中国制造2025》，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软件和

信息服务、民用航空、新材料、汽车、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按照产城融合、二三产业融合、工业化

和信息化融合、信息化与城市化融合的发展要求，积极打造区县的创新集群。浦东临港出台《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临港行动方案》，提出率先建成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和应用示范基地。

临港国际智造中心布局“一核三区”（“一核”即南汇新城，是智能制造创新要素集聚区；“三区”

是装备产业区、综合区和主产业区）的空间格局，将成为引领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主体功能区。

宝山区推进石墨烯新材料全产业链的创新与应用，成立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筹建代表

上海乃至中国参与世界科技竞争的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在石墨烯材料制造和应用等关键技术

研发、技术中试、产品培育、成果转化、企业应用等方面提供多方位支持。嘉定区引进联影医疗，加

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建设，初步形成高端医疗产业群；嘉定国际汽车城依托同济大学建立新能源汽车

工程中心，重点对燃料电池汽车、汽车和高铁等风洞技术进行自主研发，为国家战略项目提供技术支

撑。松江区引进全球3D打印领军企业德国SLM Solutions集团，建设以曼恒、联泰、普利生、光韵达

等为核心的3D打印创新集群。目前，园区已汇聚20多家3D打印相关企业，成为上海最大规模的3D产

业基地。徐汇区充分拓展生命健康产业链，加强与漕河泾开发区、徐汇滨江、徐汇中城、南徐汇等重

谋划具有区域根植性的创新集群

闵行区：打造上海南部科技创新中心

出台文件：《闵行区关于建设南部科技创新中心的初步方案》和《关于本区建设“大紫竹众创
集聚区”的方案》。

功能定位：努力建设上海南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集
聚区。

发展目标：

1.  到2020年，争取以五大区域性创新平台为载体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功能承载区。

2. 到2030年，争取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功能集聚区（研发机构集聚功能区、新兴产业引领功
能区、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区、创新创业功能示范区、科技商务示范区）的核心功能。

重点工作：

1.  布局紫竹国家高新区、莘庄工业
区、虹桥高科技园、南虹桥科创中心、浦
江镇科创中心等五大板块科技创新功能集
聚区。

2.  建设“大紫竹”众创集聚区，建设
科技创新创业综合体。

3.  激发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
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4.  完善优势产业创新链关键环节。

5.  营造科技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

南上海科创中心示意图

莘庄工业区
（先进制造）

闵行开发区、马桥产业园
（先进制造、生物医药）

松江工业区
（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

老闵行工业区
（电器成套装备）

奉贤金山化工区
（精细化工）

向阳工业区
（制药装备）

漕河泾浦江园
（电子信息）

吴泾化工区
（精细化工）

紫竹高新区
（交大、华师大）

漕河泾南桥园区
（生物医药）

宝山区嘉定区

青浦区 闵
行

区

松江区

金山区

奉贤区

浦东新区

紫色圈——创新引领区

粉色圈——众创聚集区

红色圈——产业承载区

黄浦江

市区

莘庄

点功能区的资源共享和联动发展，努力将滨江枫林板块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亚洲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

产业高地。青浦区着力推进“先进高分子热点创新集群”建设，区内14家在各新材料细分行业中的领

军企业致力于打通改性塑料全产业链，引领新材料产业低碳、环保发展趋势，建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示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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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

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发展目标：

1. 到2020年，争取形成空间布局集约高效、科技产业能级提升、创新人才宜居宜业、创新服
务体系完善、万众创新活力迸发的创新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承载区的功能地位基本确立。

2. 到2030年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创新极之一。

徐汇区空间布局及创新功能

着力功能完善

优化创新

创业空间

加强空间整体规划和区域统筹，着力构建“2+1+2”产业功能区格局

加快推进以信息产业为重点的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以产业为重点的滨江枫林产业集聚区建设

大力推进文化创意和创新金融融合发展的徐汇滨江新兴产业区建设

积极建设徐汇中城和南徐汇华泾产业园产业拓展区

前瞻性开展城市形态规划，形成多层次、梯度化的产城融合联动发展

避免产业资源和创新要素空心化，形成城市发展空间多样化格局

依托城市更新拓展创新空间，为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和大众创业提供场所

建设共构型创新空间，建设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众创空间

完善现有创新载体功能，提升孵化器等管理服务能级

徐汇区：瞄准上海科技服务业高地

点功能区的资源共享和联动发展，努力将滨江枫林板块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亚洲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

产业高地。青浦区着力推进“先进高分子热点创新集群”建设，区内14家在各新材料细分行业中的领

军企业致力于打通改性塑料全产业链，引领新材料产业低碳、环保发展趋势，建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示范平台。

立足产业创新

科学规划

功能布局

加快城市融合

实现城市创新

空间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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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县发展目标及重点产业

崇 明

 江

宝 山

青  
浦

松 

金  
山

奉  贤

闵  行

嘉

定

宝山区

崇明县

区县

发展目标

重点产业

宝山区

金山区

长 宁

虹
  口
     

普 陀

黄
浦

静 

安

杨 浦

徐 汇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
重要承载区

信息、生命健康、科技服
务、互联网金融、数字文化

徐汇区

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区

航空服务、时尚创意、互联
网+生活服务

长宁区

青浦区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
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

软件和信息服务、生物医
药、新材料、高技术服
务、先进制造业

普陀区

青浦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
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集成电路及物联网、新能
源汽车及汽车智能化、高
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
疗、智能制造及机器人

嘉定区

青浦区中国产业互联网
创新实践区

大数据、机器人智能制
造、3D打印、北斗导航、
深海远洋工程装备

宝山区

青浦区生态农业科创中心

农业、生态环境、生态发
展、海洋装备

崇明县

青浦区创新创业活力区、
创新生态示范区

科技服务业、云计算、大
数据

静安区

服务上海科技创新
中心的主阵地

高端服务业：新金融、新
消费、创意2.0、大健康

黄浦区

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要承载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重要基地

新材料、新型显示、高端装
备、绿色印刷、生命健康、
智能农业

金山区

上海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智能电网、新能源、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3D打印、
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

松江区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
承载区、万众创新示范
区、创新知识策源地、

技术转移集聚区

“互联网+”为主的“四
新”经济，以现代设计、
科技服务、健康产业为代
表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
以智能装备、传感技术等
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

杨浦区

科技金融融合创新示范
区、国际科技教育合作试
验区、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活力区

文化创意、节能环保

虹口区

上海科技创新中
心的核心功能区

集成电路、生命科学、智
能制造、信息通信、汽
车、新能源、民用航空

浦东新区

上海创新创业的活力区

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新能源、智能制造

奉贤区

浦
东
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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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上海创新创业产业高地
和活力新区

会展、新材料、生物医药、
印刷、信息软件、快递物流

青浦区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
功能集聚区、

上海南部科技创新中心

航天、航空、机器人、新能
源、智能制造、智能电网、
大健康产业

闵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