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小巨人工程十年实施成效显著

科技企业创新扶持体系建立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需要，建立政策扶持链。累计超过1.5万家小微企
业获扶持，培育1798家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

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十余年来，共有6187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累计支持科技小巨人工
程企业1798家，以品牌引领资源汇聚，推动科技企业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良好生态。

近20%企业具有国际影响力
近30%企业在细分行业排名第一
近40%企业在细分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4.4
优化创新创业服务

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强化“两个抓手”（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推进“两个
联动”（部市联动、市区联动），深化“两线”（企业成长线、创业载体线），提升“两面”（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面、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区面）,打造“两平台”（创新创业服务人才培养平台、创新
创业大赛路演平台），探索创新点，激发创新创业内生动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企业
成长线

企业
扶持链

创业团队

小微企业
（＜3000万元）

小巨人培育企业
（≥3000万元，

＜1亿元）

小巨人企业
（≥1亿元，

＜10亿元）

卓越创新企业
（≥10亿元）

品
牌
建
设

科技小巨人工程
引导1798家企业成为
行业“隐形冠军”

雪
中
送
炭

育苗工程
扶持千余家团队创办
企业

创新资金
扶持1.5万余家企业
创新创业

精
准
服
务

卓越创新企业培育
培育10家具有卓越创新
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
绩效的企业

引领细分行业发展的“隐性冠军”企业

港湾集团
天演建筑物移位工程
芯原微电子
美钻能源科技
人体汽车轴承
��

典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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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财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技先等3项重点关注的国家普惠性税收政策进一步得

到落实，减轻企业负担。

税收减免政策覆盖户数12459家 同比增长22.91% 减免税额264.41亿元

减免税额117.42亿元

减免税额141.62亿元

减免税额5.37亿元

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企业8926家 同比增长31.38%

享受高企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3375家 同比增长6.5%

享受技先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158家 同比增长3.7%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进

2017年，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扩容至7
家，实现区域、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三类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全覆盖。

2016年5月（ 2家 ） 2017年6月（ 5家 ）

关注创新、执着于创新群体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支持530家科技

小巨人企业、47.3亿元贷款

科技小巨人工程企业平均研发投
入强度8%以上

科技小巨人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企业中的占比82.7%

科技小巨人工程企业支持的后三年，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近40%

科技小巨人企业在新上市
企业中的占比64.1%

杨浦区“双创”示范基地
杨浦区坚持“三区联动、三城融合”，创新

驱动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9月15—21日，在
长阳创谷开展“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上海主会场”系列活动。

科技
园区

公共
社区

大学
校区

三区联动 三城融合

学城产城

创城

杨浦区

上海交通大学

徐汇区
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宝武集团
中 科 院 上海微系统
研究所

典型企业

超90%企业从事核心产业
超50%企业分布在六大集聚区

引领新业态、新模式的“独角兽”企业

喜马拉雅
合合信息
虎扑文化
连尚网络

泰坦科技
建为历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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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2017“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活动汇集更多创业团队和创新创业服
务资源，创造更多与学术界、产业界对接的机会。

16个区设分赛区 78个众创空间成分赛点

7302家小微企业和团队 5万余名创业者参赛

300余家创业服务组织、创业投资机构全程跟进

新设专题赛：国际赛专场、科技服务业专场

100余家新媒体参与

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成功举办
以政策为载体搭建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创新创业“舞台”更趋丰富

多元。在增强“创业在上海”创新创业大赛的影响力的基础上，成功举办2017国际创客大赛、全国
双创活动周等活动，吸引和集聚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

“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海主会场”系列活动

2017“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9月15—21日，主题为“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动能”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举行。主
会场设在上海长阳创谷，举办了启动仪式、主题展示、创新创业嘉年华、创新创业七日谈、我是创
客小达人、创客真人秀、创新创业零距离等重点活动。上海主会场参观人次超15万人次，参加活
动人次超50万人次，宣传推广覆盖人数超1000万人。

主题展示 创新创业七日谈
集中展示153个各具特色的高水平项目 线上观看人数超100万人次

催生市场主体

提高创新效率

浓厚双创氛围

促进生产方式变革

双创
朋友圈

与
世界
对话 

资
本
的
力
量

文化的
厚植

激发科技成果转
化活力

科技
城新
动能

七大话题

打造全球科创
服务品牌

四个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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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国际创客大赛
5月25日，主题为“众•创未来”的2017上

海国际创客大赛举办。大赛设区块链开发比
赛、青少年创意木工大赛和硬件创客开发比
赛，组织近30场赛前培训和技术讲解，实现前
沿技术WebVR、区块链、无人机、电子、创意DIY
等内容跨界融合。

研发投入占主营收入平均比例40.5%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67.66%

拥有发明专利61.33%

企业自主研发95%

“硬科技”占比72%
人工智能160项
大数据461项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占比23.6%

创业者高峰年龄36岁
博士学历占比14.1%
留学经历人群占比19%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92.3%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81人，
同比增长68.8%
二次创业人数超50%

区块链开发
比赛

特点

创新投入
持续加强

“硬科技”
特征

更明显

“双创”
人群

特色鲜明

第2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上海 ）
9月21日，第2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启动。上海首次作为承办单位，共征集企业技术创新

需求206项，动员全市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深度挖掘企业需求，高校院所精准提出解决方案，体现创
新牵引、全球对接、精准服务、常态跟踪等赛事特色。

创新牵引
聚焦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先进制造等领
域，人工智能等应用
类 技 术 需 求 占 比 超
1 / 3，体 现 以 智 能 为
中心，通过数字化实
现 万 物 互 联 的 未 来
创新格局

全球对接
上海区域企业技术需
求 公 告 中 英 文 版 发
布；征集“金点子”技
术 解 决 方 案，探 索 建
立技术对接的跨国高
速通道

精准服务
通 过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政策，引导一批技术
转 移 服 务 机 构 与 企
业“逐个配对”，提供
企业创新能力诊断、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等 高
价值服务

常态跟踪
基 于 挑 战 赛 上 企 业
提出的技术需求，建
立常态跟踪机制，探
索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创
新 服 务 新 模 式，“ 产
学研中金”协同联动
新机制

决出一、二、三
等奖11名

青少年创意
木工比赛

中学组和小学组决
出一、二、三等奖各

6名

硬件创客开发
比赛

优秀项目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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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佣金收费模式基础上，衍生“技术转移服务+投
资”、技术转移服务入股等多种盈利模式

    科创帮        

    迈景
    ��

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9月28日，《关于促进本市新兴行业加快发展完善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的意见》出台，技术转

移服务业被首次列入《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2017版）》。

众创空间推进“三化”培育建设
2017年上海众创空间500余家，其中创业苗圃100家、孵化器159家、加速器14家、创客空间

等新型孵化器250余家，在孵科技企业16000多家。

按基本服务模式进行规范化管理，进行品牌输出，兼并运维服务不够的空间

苏河汇作为国内首个挂牌新三板的众创空间，重点关注大消费、大健康、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完成上海、
北京、重庆等14家孵化基地布局，成功孵化500多家企业，参股企业数超150家

涌现专业型、平台型等服务模式
    专业型:宇墨咨询
    平台型:迈科技
    ��

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来沪创业，
推动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走向
海外市场

开放共享研发、数据等资源，聚
焦明确的产业细分领域，支撑
区域产业转型发展

“三化”
众创空间

15家
品牌化

10家
专业化 7家

国际化
XNode（创极殿）帮助创业者与
跨国企业进行对接与合作，形
成 Xe l e rato r 跨 境 加 速 服 务 和
X.CIP企业创新服务，为国际创
业者与大企业，提供载体空间
与创新创业服务

石墨烯·新材料众创空间培育
一批石墨烯创新型企业，形成
上海石墨烯产业集群，建成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与产业紧密
结 合 的 石 墨 烯 新 材 料 领 域 专
业化众创空间

创始人多为跨国公司或国外研究机构从事知识产权或
技术转移的高管；服务团队多具有博士学历，具备工
科、法律、商业等多学科背景
    知鑫
    露台
    ��

机构特色

模式多元化

人才
高端化

收益
资本化

2017上海科技进步报告52



高校创业服务不断深化

校内创业专职教师863人                 校外兼职创业导师1399人

30所高校设有创业实验室或训练中心   40所高校成立学生创业协会或俱乐部

41所高校设立创业基地或孵化场所       28所高校设立创业指导站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功能要素集聚
深化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平台”功能，强化技术转移、技术交易、科技金融三大战略业务

体系，推动上海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枢纽。

汇聚服务机构250余家

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基金3个

累计供需信息48761项

(其中海外项目8914项)

培养技术人才3154人

引进国际人才231人

引进/新建研发机构12家

引进国内外合作项目128个

带动企业新增投资58.78亿元

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达成合作

意向

在新疆、云南等地建成“一带一路”

战略分中心

与余杭经济开发区合作，募 集 科 技

孵化基金5000万元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与上市公司共

建1亿元并购基金

铺设国内外渠道241个

已建验证平台5家

新建验证平台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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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获科技部批复

10月10日，《科技部关于支持上海市
建设闵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的函》发布，示范区将坚持全球视野、国际
标准，完善技术转移网络的全球化、高端
化布局，加速科技成果“走出去”和“引进
来”的步伐，力求在国际技术引进、资本投
入、技术孵化、消化吸收、技术输出和人才
引进等方面取得突破。到2020年，建成国
家技术转移体系的辐射源和全球技术转
移网络的重要枢纽。

研发平台升级打造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整合科技资源
和服务大数据，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优势，转化为“双创”和产业发展的活力与效益。

1490家机构、10049台（套）大型科
学仪器（价值131亿元）、8100余种
中 外 期 刊 、1 4 0 万 余 条 国 内 外 标
准、1985年以来受理的专利数据
信息，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截至11
月，研发平台注册用户83.6万名，
累计对外服务1344万次

对全市72家管理单位的1105台
（套）仪器发放奖励资金1448.38

万 元，单 位 服 务 总 收 入 5 . 9 1 亿
元，10年来累计投入共享奖励资
金8911万元

推动国际技术
转移网络建设

探索与国
际规则接
轨的技术
转移机制

推动科技
成果资源
开放共享

推动军民融
合技术转移

加 强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载
体 与 服
务 体 系
建设

五项
重点任务

服务“双创”和
产业发展

科技券实施两年以来，共3835家
中 小 企 业 和 创 业 团 队 申 领 总 额
2 . 0 5 亿 元 的 科 技 券，申 领 通 过 率
97.4%，实际兑券4734万元，引导
企业投入的研发总支出2.25亿元

探索政府引导与
市场机制结合

促进大型仪器向社会
开放性共享

6月28日，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
的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初步
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基本信息查
询、专家匹配、人才比对和统计
分析等功能

加快建设上海科技创新
资源数据中心

2017上海科技进步报告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