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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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紧紧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和张江示范

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规划目标，统筹谋划示范区建设，示范区内创新要素不断集聚，“双

创”活力持续迸发，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规模总量快速攀升，辐射效应日益凸显，其中知识创造和

孕育创新能力、产业化和规模经济水平、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如

期完成规划目标，为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奠定坚实基础。截至11月，张江示范区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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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中心工作，统筹谋划示范区建设

张江示范区坚持紧密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和示范区建

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规划目标，统筹示范区建设发展。

完成市委“一号课题”10个专项课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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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张江示范区空间优化调整

拟制发布“双自联动”发展实
施方案

推动张江示范区立法工作

编制园区2020年发展规划

完善统计分析和评估工作

加强张江品牌建设

统筹谋划
示范区建设



针对自贸区和示范区65平方公里叠加区域，11月，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方案》（“双自联

动”方案），明确发展目标，促进科技、金融、贸易、产业的多维度融合，加快建设上海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和示范区。

方案从体制机制创新、创新机构集聚、科技金融扶持、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高地建设等方面提

出18项任务措施。

“双自联动”方案出台，对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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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自联动”
主要任务

E D

C

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培育机制

开展创新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

发挥社会参与机制的作用 
优化行业准入和监管模式

深化体现市场导向、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型体制
机制，营造张江示范区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集聚全球性研发创新机构

培育发展国际科技服务业

建设国际化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加快促进跨境研发活动便利化 
探索破解集成电路、再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瓶颈

面向全球集聚高能级创新机构、创新活动，着力
打造张江示范区科技创新策源地

实施首席科学家集聚工程

创新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服务管理模式

营造国际化、便利化的人才服务环境

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跨境流动制度，创建国家
级人才改革试验区

引入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政策

推动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企业

推动股权投资企业开展境内外双向投资

发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优势，形成各类金融
工具协同、支持张江示范区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

促进国际技术服务贸易发展

建设面向国际的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

建立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促进技术和知识跨境双向流动，建设张
江示范区国际化、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
保护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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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才实验区建设，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张江示范区全面启动国际人才实验区建设，从政策突破落地、夯实服务体系，以及完善体制

机制等方面入手，打造人才集聚高地。现已集聚海归、留学生、外籍专家4.5万人，两院院士169 

人，中央专家586人。

健全“双创”服务体系，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张江示范区以健全“双创”服务体系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在健全自主创新

体系、实施创业示范工程、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和便利通关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聚集全市80%的知识密集地域、80%的高新技术产
业、80%以上的高端人才

拥有研发机构1470余家，公共服务平台300余家，世
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达700
余家

健全自主创新体系

实施众创空间布局、服务平台建设、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创业品牌建设四大工程

推进创客加、飞马旅等新型创业载体建设

布局科技中介、知识产权、企业专利联盟试点平台及近20
个海外人才预孵化基地

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张江大数据中心

实施创业示范工程

加强科技金融服务

将自贸区生物医药产业便利通关举措推广到区内28家生物
医药企业

推出《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支持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若干意见》

便利通关举措落地

落实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12条
创新政策在示范区先行先试

建立示范区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定点联
系合作机制

发布《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到张江示范区
就业办理工作证明的办事指南》

在市出入境办事大厅和各园区增挂张江示
范区及其各园区出入境办证服务点

推进人才

“20条”政

策落地

夯实“1+3”

人才服务

体系

提高人才

保障国际

化水平

建立高端

人才集聚

机制

打造人才

集聚高地

构建覆盖22个园区的人才服务网络

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人才服务平台建设试点、
重点领域人才实训基地建设试点和人才培养
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建设试点工作

建立“项目+人才”的人才集聚机制，汇
聚了一大批国内外院士和领军人才

建立按项目需求组织用人，实行合同管
理和议价薪酬的利益共享机制

实现重大项目人才的跨国境、跨地域、
跨领域、跨单位整合

探索构建人才评价机制，着手开展张江
杰出创新创业人才评选等工作

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国际人才创新创业
服务和商业医疗保险结算制度等不断完善

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为高端人才建立“便
捷医疗”服务模式等

初步建立覆盖国际人才引进、人才奖励、
创新创业支持等的综合性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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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科技融资服务试点平台和企业信用管理服务
平台试点建设

探索形成了信息和中介服务模式、基于小企业全生命
周期融资需求的集团模式等多种创新服务模式，为园
区搭建企业信用管理大数据服务平台

开展张江示范区科技金融活动月等活动



坚持先行先试，持续推动各项改革试点

张江示范区持续深化先行先试，重点在行政审批权下放园区试点、中关村试点政策落地、企业

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以及深化科技金融改革等方面推动各项改革试点工作，多项工作取得成效和

重要进展。

19项审批权全部下放，共有16个园区参加试点

行政审批事项的时间平均缩短三分之一以上，部分审批事项实现月内办结

深化行政审批权
下放园区试点

会同市税务局推进4项税收政策落地张江，拟制了具体方案、相关文件和操作规程

开展示范区内企业4项税收政策培训工作
推动国家

试点政策落地

协调推进31个单位（项目）进行试点，开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试点实证研究 

召开试点总结工作会议，评估试点情况和研究梳理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启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试行办法》修订工作

深化企业股权与
分红激励试点

开展“民营张江科技银行”筹备工作，制定总体方案，明确运行模式等

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金融办共同研究制定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建设“科技创新板”的方案并正式获批

探索设立民营
张江科技银行

张江示范区积极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

增强科技、经济、人才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力。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服务国家战略

与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达成战略合作，建设张江示范区波士顿园

在硅谷设立中国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硅谷微技术产业园

与多个欧盟国家及东盟国家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与俄罗斯、以色列、南非等多个国家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展合作洽谈，举办对接活动，促成多
个项目落地

服
务
国
家
战
略

2015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开展“长江经济
带建设”发展战
略研究

加大区域间深度
合作的力度

推进创新技术等
要素加速溢出

构建国际合作交
流新载体

拓宽跨境融合发
展渠道

推动“兰白试验区”建设

发起并成立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构建长江流域园区协同发展平台

先后与安徽省合肥市、云南省科技厅和昆明高新区三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牵头推进“张江
长三角科技城”建设

支持上海张江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

研究提出张江示范区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工作设想

通过合作建设科技园区，构建“基金+基地”市场化的合作园区运营模式，鼓励支持成长性企
业构建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联动机制等举措，加速技术、资本、人才等的溢出，更好地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

35

推
进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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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