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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
人工智能三大领域关键环节，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强化新材
料、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海洋装
备等重点领域技术创新，支撑引
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孪
生、元宇宙、智能终端等前沿技
术突破，布局实施若干前瞻性项
目，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全
力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城
市绿色智慧能源系统、农业现代
化技术集成和应用，构建“双碳”
技术创新体系，支撑城市生态环
境不断向好，助力绿色低碳城市
建设。 围绕上海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统筹全市优势科研力量、临床和产业资源，着力

在服务国家战略、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促进临床研究和转化、建设创新平台载体、健全应急科技攻关体系
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全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创新策源能力显著增强

围绕强化集成电路领域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加强装备材料和零部件、电
子设计自动化（EDA）等关键技术研发，持续强化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布局，培育创新策源能力。

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攻关

深化落实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上海方案”，持续实施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聚焦科技供给，打造高质量发展“创新引擎”。

深入实施三大领域“上海方案”2.1

1月
2月

3月

5月

7月

8月
9月

图迈®Toumai®腔镜手术机器人获批上市
国内首台2.5D/3D先进封装光刻机交付
抗PD-1单抗斯鲁利单抗注射液（汉斯状®）获批上市上海首座数字水厂⸺南市水厂（数字孪生系统一期）建成投运
天数智芯首款７nm通用GPU推理芯片智铠100成功点亮国内首款首制江海联运型80000m3 LNG运输船“传奇太阳”号交付

国内首台国产化质子治疗系统获批上市

抗PD-1单克隆抗体普特利单抗注射液（普佑恒®）获批上市S112超长海上风电叶片下线
“OpenXLab浦源”人工智能开源开放体系和人工智能模型“书生2.0”发布

抗癌1类新药林普利塞（因他瑞®）获批上市上海首批自动驾驶高速公路开放

国内首个万吨级48K大丝束碳纤维工程国产线投产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夸父一号”成功发射《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发布10月

11月

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交付东方航空公司12月

重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2月，中国首台2.5D/3D先进封装光刻机交付客户
　5月，天数智芯研发的７nm通用GPU推理芯片智铠100成功点亮
　8月，壁仞科技发布通用GPU芯片BR100，创全球算力纪录
　12月，紫光展锐发布系统级安全的高性能5G SoC 新品T820
　300 mm大硅片突破无缺陷硅单晶生长技术，通过存储工艺验证并实现批量销售

布局实施集成电路专项
　聚焦先进光刻光源相关光学元件的前瞻性、
前沿性基础技术研究，支撑国家实验室建设
　深入落实集成电路“上海方案”，布局开展关
键装备零部件、EDA工具等领域技术攻关，推进
高端装备、制造工艺所需关键共性技术及软硬
件的自主创新

加快建设重大平台及工程
　临港化合物半导体量产线顺利通线并投入工
艺流片
　4英寸光电器件生产线和6英寸射频器件生产
线通线试产
　上海处理器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行，
围绕确立高通量处理器、开源硬件生态、智能处
理器、控制处理器等方向开展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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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
面向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前沿，加快布局一批重点项目和重大平台，持续强化科研攻关，生物医药科技

创新策源能力不断加强，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全年，上海获批上市1类创新药4个，178个1类创新药获临
床试验批件，15个创新器械产品进入国家和上海市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

第2部分｜ 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疫情应急攻关能力持续提升
围绕特大型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需要，健全应急科技攻关机制，整合全市优势科研、产业和公共卫

生资源，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攻关体系与能力建设，全力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

应急药物研制取得积极进展

一批医药器械获批上市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一批重点项目布局实施

一批重大平台加快建设

中 科 院 上 海 药 物 研 究 所 和 君 实 生
物研制的抗病毒小分子药物VV116
进入3期临床试验

凯宝药业研制的中药痰热清胶囊完
成治疗新冠感染临床试验

11月，上海市浦东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服务站揭牌运行，将进一步促进上海市人类遗传
资源高效、合理利用

发布实施《上海市促进细胞治疗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

在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诊
疗装备与生物医用材料、生物与信
息融合等方向组织推荐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165个

推动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布局实施，加快实施糖类
药物、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阿尔兹海默病发病
机制3个市级重大科技专项，谋划启动“构建基于
基因组标签的重要器官精准蛋白质图谱”等新一
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11月，全国首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启动，将新建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青浦新城院区1期工程

持续推进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上海市妇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市肾脏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市整形与修复重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个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获
批建设，截至年底，全市共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6个、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5个

创领心律医疗研发的rega®心系列
磁共振条件安全植入式心脏起搏
器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可兼容
磁共振成像检查的国产心脏起搏
器系列产品

乐 普 生 物 研 发 的 首 款 创 新
型生物药抗PD-1单克隆抗
体普特利单抗注射液（普佑
恒®）获批上市

圣哲医疗研发的全球首创便携式一
体化SanAgile®SA10 SASD系列超声
刀获批上市

爱普强与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中科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等联合研发生产的国内首台
国产化质子治疗系统获批上市

复宏汉霖研发的创新型抗
P D - 1 单 抗 斯 鲁 利 单 抗 注
射液（汉斯状®）获批上市，
获批一周后即实现全国首
处方落地

璎黎药业研发的抗癌1类新药林普利塞（因他
瑞®）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滤泡性
淋巴癌

华领医药研发的糖尿病新药多格列
艾汀片（华堂宁®）获批上市，为全球
首款获批上市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
类药物

3月 4月 7月

10月11月

9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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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组织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
术攻关，建立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形成从算法、芯片、产品到行业应用的强韧产业链，打
造标杆性创新生态。

人工智能创新生态进一步优化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加速推进

1月，上药康希诺研发的新冠腺病毒
疫苗上市投产，其吸入式腺病毒疫苗
于6月获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批准作为
加强针纳入有条件紧急使用
斯微生物针对阿尔法、德尔塔变异株
的mRNA迭代疫苗获中国、老挝、巴
西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临床试验批件

9月，上海科技大学开发基于新型腺
相关病毒载体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AAV-ie -S1，其具有热稳定性、高效
性、安全性和单剂接种等优点
泽润生物针对贝塔变异株的新一代
重组蛋白疫苗分别在国内和马里完
成1期临床试验

1 月，微 创 医 疗 研 发 的 图 迈
®Toumai®腔镜手术机器人获
批上市，成为国内首款获批上
市的四臂腔镜手术机器人

5月，英矽智能研制的全球首
款由AI发现的抗纤维化药物
INS018_055获批开展1期临
床试验

3月，联影智能研制的颅内出
血 A I 影 像 辅 助 决 策 系 统 获 3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9月，达闼发布人形智能服务
机器人Cloud Ginger2.0，搭载
数十个智能柔性关节，可实现
高精度手眼协同抓取和工具
操作

11月，联影智能研制的CT骨
折智能分析系统获全球首张
CT 骨 折 医 疗 A I 3 类 证，进 入
临床应用

8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
布“OpenXLab浦源”人工智
能开源开放体系和人工智能
模型“书生2.0”

新冠病毒检测设备和诊断试剂开发位居全国前列

制定发布国内首部人工智能领域省级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10 月 1 日起实施

上海共有9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5款抗原检测试剂（数量并列
全国第二）和1款抗体检测试剂获批上市，截至年底，核酸检测试剂累计发货22.4亿人份

伯杰医疗研制的30分
钟 核 酸 快 检 设 备 和 核
酸快检试剂获批上市，
进 一 步 提 高 核 酸 检 测
效率

之江生物研制的“青耕一号”和
“小青耕”全自动核酸提取纯化

及实时荧光PCR分析系统获批
上市，大幅节省专业检测人力、
提升检测能力

思路迪研制的新冠联合甲
乙流核酸联检试剂实现新
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快速
检测鉴别

重大项目及创新平台加快建设

高水平交流持续深化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9月，25个上海人工智
能代表性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近150
亿元

1月，亚洲最大AI算力
中 心 商 汤“ 新 一 代 人
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
台”投入试运营

9月，数字一大、智
慧国展、孪生之城
等6个元宇宙重大
应用场景发布

9月，召开国家人工
智 能 创 新 应 用 先 导
区高端研讨会

9月，成功举办2022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7月，成功申办2024
年 国 际 人 工 智 能 联
合会议（IJCAI）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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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全性和单剂接种等优点
泽润生物针对贝塔变异株的新一代
重组蛋白疫苗分别在国内和马里完
成1期临床试验

1 月，微 创 医 疗 研 发 的 图 迈
®Toumai®腔镜手术机器人获
批上市，成为国内首款获批上
市的四臂腔镜手术机器人

5月，英矽智能研制的全球首
款由AI发现的抗纤维化药物
INS018_055获批开展1期临
床试验

3月，联影智能研制的颅内出
血 A I 影 像 辅 助 决 策 系 统 获 3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9月，达闼发布人形智能服务
机器人Cloud Ginger2.0，搭载
数十个智能柔性关节，可实现
高精度手眼协同抓取和工具
操作

11月，联影智能研制的CT骨
折智能分析系统获全球首张
CT 骨 折 医 疗 A I 3 类 证，进 入
临床应用

8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
布“OpenXLab浦源”人工智
能开源开放体系和人工智能
模型“书生2.0”

新冠病毒检测设备和诊断试剂开发位居全国前列

制定发布国内首部人工智能领域省级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10 月 1 日起实施

上海共有9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5款抗原检测试剂（数量并列
全国第二）和1款抗体检测试剂获批上市，截至年底，核酸检测试剂累计发货22.4亿人份

伯杰医疗研制的30分
钟 核 酸 快 检 设 备 和 核
酸快检试剂获批上市，
进 一 步 提 高 核 酸 检 测
效率

之江生物研制的“青耕一号”和
“小青耕”全自动核酸提取纯化

及实时荧光PCR分析系统获批
上市，大幅节省专业检测人力、
提升检测能力

思路迪研制的新冠联合甲
乙流核酸联检试剂实现新
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快速
检测鉴别

重大项目及创新平台加快建设

高水平交流持续深化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9月，25个上海人工智
能代表性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近150
亿元

1月，亚洲最大AI算力
中 心 商 汤“ 新 一 代 人
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
台”投入试运营

9月，数字一大、智
慧国展、孪生之城
等6个元宇宙重大
应用场景发布

9月，召开国家人工
智 能 创 新 应 用 先 导
区高端研讨会

9月，成功举办2022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7月，成功申办2024
年 国 际 人 工 智 能 联
合会议（IJCAI）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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