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构建美丽和谐生态环境

围绕民生科技需求，持续加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城市建设、交通出行等领域科技攻关
和成果集成示范，深入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发布，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
标和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定位相符合的临床重点专科学科群，争创2家以上国家医学中心、10家
以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5个以上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创建国家医学中心，打造强势专科

11月9日，国内首个转化医学病房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启用，
主要收治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以CAR-T细胞治疗为代表的一批高新临床研究在该病区
开展，为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建设探路先行。

围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策部署，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态势和新需求，
集中攻破“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壁垒。

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崇明东滩生态修复见成效
互 花 米 草 生 态 控 制 与 鸟
类 栖 息 地 优 化 工 程 的 实
施，有效控制互花米草生
长 扩 张 并 修 复 鸟 类 栖 息
地功能，维持和扩大鸟类
种群数量，改善崇明东滩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质 量 , 工 程
获 2 0 1 6 年 度 中 国 人 居 环
境范例奖

《 上 海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
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 设 的 决 定》（7 月 正 式
施行）

《 上 海 市 崇 明 区 总 体 规
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6— 2040）》（草案
公示）

加强市区联动，推动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申报

筹建崇明国际生态研究院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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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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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转化医学病房启用，为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上海）探路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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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转化
医学大楼于2016年9月启动建设，年内完
成地下第三层结构施工

配套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转化医
学楼

配合基础建设进度，优先启动技术平台模
块建设

六
大
技
术
平
台

标准化临床生物样本库

临床资源深度分析和挖掘平台

生物标记物与新药研发平台

诊断试剂与仪器开发平台

分子病理与影像技术研究平台

转化医学病房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建设顺利推进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区域的试点示
范，构建各类丰富的应用场景，提升城市运行管理能力。

深化智慧城市建设示范性应用

建设“市民云”平台，覆盖个人信息、
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
生活、旅游休闲等六大类逾100项公
共服务的智慧城市应用“总入口”初
步形成

公共服务

完成上海体育综合管理及数据分析
共享系统建设，启动建设覆盖全市公
共体育资源的信息服务平台

体育健身

申通地铁形成地铁网络化智能监测运
维架构
实现国内首个机场支付宝无感支付的
智 能 停 车 管 理，车 辆 通 过 时 间 节 省
80%，出库效率提升4—5倍

交通出行

通 过 社 区 信 息 库 和 健 康 管 理 平 台 的
数据采集，并与智慧陆家嘴建设内容
对接，使居家养老实现线上数字和线
下健康活动结合

居家养老

建立多个预报预警技术平台和高时空
分辨率的极端天气精细化预报预警业
务，并在上海中心气象台应用

天气预报

开发房屋安全管理信息系统，采用智
能化的信息采集手段，建立房屋安全
预警模型

房屋安全

建设河长制管理平台，“上海河长”
App上线运行
打 造 城 市 原 水 供 水 和 排 水 2 个“ 智
慧网”

防汛排水 优化长江口及复杂海域环境监测网，
为长江河口在线监测技术的标准化和
风险防控奠定基础

海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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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打造可持续绿色产业

立足上海发展实际，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快绿色技术银行建设，推进燃料电池汽车、能
源互联网等领域科技成果集成应用示范，促进低碳、高效、清洁和安全的城市能源利用，取得
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推进绿色农业生产方式，高产优质品种成种植主导。

在城市建设中融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理念，发展绿色建造技术。

推行更加绿色的城建技术

基于杨浦区五角场镇340街坊商业办公洋房项目，建成国内首座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结构
示范工程,实现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制备技术从理论到实践、从材料性能到结构性能的跨越。建
筑固废再利用，实现建筑绿色循环发展。

由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研发的世界最大断
面类矩形“阳明号”盾构机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隧
道建设中，有效节约地下空间资源并减小施工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为在城市核心密集区构建轨道交通
隧道提供了新方法。

布局上海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网络

“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布局12个城市森林生态站，形
成上海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网络。首个设在特大型城市中心
城区公园的观测点⸺中山公园观测点已建成运行并向国
家林业局报送数据，浦东外环林带观测点和崇明种种生态
片林观测点2个新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观测公园中气象条件及大气污染物

新站点可观测森林水文、土壤、气象和生物因素等近百项指标

对上海城市森林进行长期定位观测

向市民发布森林游憩指数

每年评估森林系统服务价值，为政府决策、科学经营奠定基础

上海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网络功能

国内首座再生混凝土高层建筑在杨浦区落成

世界最大断面类矩形盾构机研发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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