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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便捷就医升级版，“便捷就医服务”2.0实现“诊前、诊中、诊后”全
生命周期管理，试点市级医疗机构场景推进率92.38%，试点区场景推进率
81.77%
　　探索推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中药代煎配送服务，在全市27所区级医
院、5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启动试运行，累计上链的门诊中药代煎配
送处方共36.8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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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上海数字基础建设全国领先、“两张网”、“随申码”等场景品牌效应形成的基础，以治理数字化牵
引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夯实数字治理基础、提升数字治理效度、强化数字治理动能，加速提升数字治理水
平，开创数字治理发展新局面。

数字治理成效显著提升

面向绿色低碳转型新需求，聚焦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碳汇等重点领域低碳转型关键技术，布局实
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构建“双碳”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总要求，加快构建绿色智
慧能源系统，积极发展现代绿色农业，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双碳”战略，制定科技支撑“双碳”实施方案，布局实施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市级重大专项，
建设重大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深入推进绿色技术银行建设，开展重点领域的生态碳汇关键技
术研究，构建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

“双碳”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持续助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2.4

强化科技支撑“双碳”战略
制定发布《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发挥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对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

标的支撑引领作用，前瞻布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制定科技支撑“双碳”实施方案
发布实施《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实施方案》，提出实施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工业低碳与零碳流程再造、负
碳技术能力提升、前沿颠覆性低碳技
术创新等十大科技支撑行动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推进碳中和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启动实施
可再生合成燃料前沿技术研究取得阶
段性成效
钍基熔盐堆缩比仿真堆完成测试验
收，小型模块化钍基熔盐堆研究设施
形成设计方案

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示范
400kW功率等级微燃机组的高速电机
列入国家能源局首批燃气轮机创新发
展示范项目
建成基于高效余热利用技术的低碳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示范项目，可节能20%
开展国内首套200kW固体氧化物电解
水制氢验证装置的示范应用

推动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上海碳中和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推进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
上海市微小型燃气轮机技术创新中心
等平台建设
上海长兴碳中和创新产业园揭牌，宝
武（上海）碳中和产业园区加快建设

便捷就医

为老服务

政 务 服 务“一 网 通 办”实
现“一 件 事”累 计 办 件 量
超547.5万件，推进37类
电子证照长三角地区互认
共享

城 市 运 行“一 网 统 管”完
善“三级平台、五级应用”
架构，城市运行数字体征
系 统 建 成 投 用，发 布《关
于 进 一 步 促 进 和 保 障 城
市 运 行“一 网 统 管”建 设
的决定》

搭建平安大脑平台，接入
互联网空间图层数据818
类 、公 安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530类、地理信息数据114
类，形成空间数据治理标
准，并在进博会等重大安
保工作中应用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平安大脑平台

　　探索试点全场景数字助老项目，打造“1亭1号1网”，即数字公话亭链接
数字城市、114助老热线传递数字服务和智能产品赋能数字生活，助力银发
一族“数字鸿沟”
　　积极推广应用“为老服务一键通”，6月份启动以来，累计提供一键叫车
服务1536人次，一键挂号服务1332人次，一键救助服务7541人次，一键咨
询服务62542人次（截至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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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双碳”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在新型能源、新型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可再生合成燃料、
人工光合作用等重点领域取得系列技术突破。

绿色智慧能源系统加快建设

推进协同网络建设
对接河南、江苏、福建、甘肃、新疆克拉
玛依等地方政府，探索绿色技术银行国
内分支机构建设模式
通过“伙伴计划”对接研究机构、国际组
织、头部企业，集聚绿色技术要素

形成全链条服务支撑能力
绿色技术银行信息平台已筛选存储绿色
技术9200余项，储备绿色领域专家团队
1600余人，促成一批绿色技术解决方案
的转化应用转移平台，聚集服务机构和
国际组织119家

深化“技术+金融”模式创新
探索为绿色信贷提供绿色技术评价服务
探索技术服务转股模式，将技术诊断咨询等服务转换为股权投资
成立绿技行(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建绿色技术股权投资基金，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

深入推进绿色技术银行建设
面对“双碳”新机遇和未来低碳发展新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充分发挥绿色技术银

行综合服务平台的资源聚集和示范效应，不断探索绿色科技转移转化模式，强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拓展
全球绿色低碳合作网络。

开展生态碳汇关键技术研究
聚焦“双碳”战略，开展上海市生态碳汇关键技术和重点任务路线图研究，提出森林、湿地、农田生态

系统碳汇的关键技术和重点任务。

森林碳汇领域
开展森林碳汇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强化森林碳汇计量和监测，提升森林碳
汇核算体系本地化参数能力建设，为森
林碳汇功能核算提供技术支撑

农业碳汇领域
加强化肥减量增效、畜禽精准饲喂、秸秆综合利用，稻田节水灌溉、渔业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等技术研
发和推广，协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耕地质量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提高农业农
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海洋碳汇领域
研发并推广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技术，开展微型生物介导
的“有机-无机”联合增汇技术、人为施加碱性矿物的海水
碱化增汇等碳汇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的机理研究，建立滨
海湿地碳汇核算体系和本地化参数，提升海洋碳汇功能
评估核算水平，为正确认识海洋碳汇潜力提供技术支撑

8月，国内首个涵盖“水电油气氢”的临港综合能源管控平台上线，其中“建筑碳排功
能模块”在上海天文馆、临港国际会议中心试点应用

成功研制新一代超临界350MW双抽凝汽式汽轮机，并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较其他在役传统型三缸两排汽双抽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26100t，减少CO２排
放72000t

世界首艘超级电容动力轮渡“新生态轮”投入长兴岛横沙岛车客度运营，实现低噪
音零排放运行

成功开发国内首套5000m 3级大型高炉喷吹富氢物质系统和专有风口喷吹机
构，煤炭消耗量下降50—60kg /t、高炉CO2直接排放减少20—22kg /t

突破千瓦级可充放电锌空电池技术、实现18650圆柱形和8Ah软包钠基电池量产

研 究 建 立 城 市 近 零 碳 出 行 技 术 体 系，构 建 轨 交 车 站 全 场 景 碳 排 放 控 制 技 术 体
系，不断提升城市轨交能效

突破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工艺技术，建立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工业规模级试验
平台，基本实现全氧冶炼，有效降低高炉炼铁流程的碳排放

研发单栋建筑减碳能力提升20%的新型能源桩技术，在中心城区构建街区尺度综
合低碳调控示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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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三大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浦东园区按照国家“双创”战略
部署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进
行转型升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崇明园区以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为契机，形成都市绿色农业的购
物品牌、制造品牌、文化品牌、服
务品牌
金 山 园 区 加 快 构 建“政 产 学 研
用 一 体 的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集 聚
区”“科技创新与都市农业高度
融合发展先行区”和“农业科技
创 新 应 用 示 范 区”三 区 联 动 新
发展格局

强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沪旱1516”“申科糯191”等11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沪香糯

1911”等23个品种通过省市级新品种审定，“金蜜二号”等24
个品种通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旱恢153”等31个品种
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全市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16
件、绿色食品数量1902个

聚焦上海“三农”发展新需求，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供给，着力推进农业科技攻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及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等工作，支撑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新需求，加大生态环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精准支撑全市及长三角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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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业科技攻关力度
组织实施科技兴农项目，共立项
159个，立项经费2.07亿元
布局实施一批农业科技攻关项
目 ，共 立 项 4 1 个 ，合 计 资 助
2365万元

建立绿色生产新技术
建 立 节 水 抗 旱 稻 绿 色 生 成 模 式，研 究 节 水 抗 旱 稻

（WDR）品种在不同栽培条件下温室气体和面源污染
排放规律与系数，提出以WDR品种系列为核心的稻田
温室气体与面源污染协同控制新型稻作模式，实现稻
田温室气体与面源污染协同减排30%以上
建立一套基于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稻渔耦合新模式的
栽培技术体系，削减化肥用量24.8%，减少化学农药用
量21.04%，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100%
创建可复制的桃树繁育技术标准，形成可推广的绿色
生态集成技术种植模式，建立“加纳岩”（早熟）、“晚湖
景”（晚熟）2个水蜜桃新品种示范基地5个，总面积
758亩，每亩节省用工成本41.21%，减少农药用量
26.1%，化肥减少用量37.5%

推进科技成果示范与转化应用
建立优质绿皮梨生产技术、水蜜
桃老果园等核心示范基地
培育节水抗旱稻在有水灌溉的
高产田种植，其中“旱优73”节水
抗旱稻已成为长三角单一品种
种植面积排名第一的稻谷，在全
国推广超200万亩
在国内率先培育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白玉兰新品种5个，能
更好地适应上海气候地理环境
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哈
密瓜品种“东方蜜三号”、油菜品
种“沪油杂19号”、上海市绿色农
药查询系统软件V1.0软件等192
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累计
交易金额1.28亿元

构建包含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同步计算方法、
空气质量快速响应以及减排措施成本等子模块
的能源-排放-环境-费效集成模型体系，对中长
期上海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目标与减排需求进
行评估分析，提出上海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分
阶段技术路径

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国家重
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相关研究，开展长
江河口水环境质量评估方法体系研究、近岸
海域氮磷污染陆海气协同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研发太湖流域水体智能监测与精准治理关键
技术
构建河湖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并在昆山市淀
山湖镇马家江、杭嘉湖平原湖荡水网和上海
午潮港示范应用
建立长江河口滩涂生态环境多元立体监测体
系并在横沙浅滩示范应用
研制适用于封闭式污水处理厂的无人巡检系
统、智能管控运维系统、尾水深度处理技术
方案，并在泰和污水处理厂建成规模40万吨/
天的示范工程

大气污染防控 水环境治理

开展原位高效生物降解和增溶脱附功能材料研
发、原位蒸汽强化抽提技术应用、上海市典型
行业周边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分布特点与赋
存规律等研究
创新开展污染地块“环境修复+开发建设”新模
式探究，提升污染地块土壤环境治理技术管理
能力

土壤修复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关键技术获突破：开发基于图像识别的垃圾分类智能环保垃圾房和管理平台，可在无
人监管的情况下有效提升垃圾分类质量；开发垃圾智能焚烧和高效扩容技术，改造后垃圾焚烧效率提升
14%；形成餐厨垃圾黑水虻养殖实证工程，吨物质产虫率达到20%
沼渣低碳高值化利用取得新突破，研发铁改性生物炭和碳量子点2种沼渣制备的高性能碳材料以及2种
沼渣功能绿化基质高附加值产品，建立1条年处理沼渣5000吨的生产线
危险废物智能管控取得新突破，构建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监管系统，实现对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从源头
到末端处置全流程跟踪管理

垃圾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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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海“三农”发展新需求，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供给，着力推进农业科技攻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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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新需求，加大生态环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精准支撑全市及长三角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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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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