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是促进技术研发与转化、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推进产业创
新发展的关键举措。2017年，上海研究制定了功能型平台建设的总体方案、实施意见和管理办
法。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石墨烯产业技术、生物医药产业技术、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服务、智能制
造研究院、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等6家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启动建设。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按照产业发展需求和成果转移转化短板部署，2017年首批规划
的18家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创新创业
服务等五大产业领域。

2020年力争培育形成约30家平台

价值引领 需求导向 高水平团队 一流管理

首批18家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正式启动6家

主要特点

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 临床研究功能型平台

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已启动） 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已启动）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功能型
平台（已启动）

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服务功能型
平台（已启动）

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
创新平台（已启动）临港智能制造研究院（已启动）

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 工业互联网功能型平台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工业控制安全创新服务功能型平台

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智能型新能源汽车功能型平台

机器人产业技术服务平台 上海大数据试验场

18家
研发与转化
功能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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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目标：面 向 先 进 传 感 器 和 物 联 网 领 域，打 造
国 际 领 先“ 超 越 摩 尔 ”的 研 发 与 转 化 功 能 型
平台。

成果：国内首条、全球领先的8英寸超越摩尔
研发中试线正式运营，全面开展表面、体、3D
微 纳 加 工 以 及 新 工 艺 、新 器 件 、新 系 统 的 研
发，并根据“超越摩尔”产品和技术特点部署
MEMS、硅光子、RF、硅基Ⅲ-V族、3D集成、MR
磁传感、功率及生物等相关工艺和量测设备。

目标：开展重大共性技术联合开发，并为集成电路产业提供成果转
化和技术服务。

成果：进行净化环境改善和动力改造；完成国内自主研发的首台90nm
工艺ArF光刻机、14nm工艺刻蚀机、45—22nm工艺低能大束流离子注
入机的工艺评价和验证服务。

目标：盘活现有生物医药专业技术服务资源，增强对产业的服务功能及
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功能。

成果：引进国际顶尖生物技术专家团队开展3D细胞及培养基研发等技
术服务；推动开展10余个本地品种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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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致力于智能制造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促进技术转化和产业应用。

成果：汽车动力总成智能制造示范验证线开工建设；中德智能制造合作
项目中心在临港启动建设；步行机器人、机器人协同在线检测系统、“互
联网+健康”等一批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与产品推广应用。

目标：推进类脑芯片研究，打造世界一流的以类脑芯片为核心的科学与
技术研发中心和系统产业链。

成果：基于长短期记忆模型的“探极一号”2016年9月流片，测试成功；
用于神经信号记录的无线数据传输和供电芯片于2017年6月流片，测
试成功。

集成电路产业创新
服务功能型平台

生物医药产业
技术功能型平台

临港智能制造
研究院

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
系统创新平台

目标：以石墨烯应用需求为牵引，构建石墨烯应用技术创新、中试及产业
化的核心服务能力。

成果：首批启动建设的石墨烯涂装材料中试线、石墨烯导热硅脂中试线
和石墨烯导电剂中试线实现百公斤级中试产品生产能力；分析检测中心
1期建设启动。

石墨烯产业技术
功能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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