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做精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推进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推动市区合力建设创新创
业集聚区，形成梯次分明的双创载体培育体系，打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全年新增科技企业孵化器22家、众创空间25家，全市现有各类科技创新创业载体600余家。
创新创业载体培育能力不断提升

浓郁创新创业氛围3.5

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着力提升大学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技人才培
养、集聚辐射带动等核心功能。

大学科技园持续高质量发展

通过市区校合力建设，闵行“大零号湾”、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宝山环上大科技园、嘉定同济大学
科技园等创新创业集聚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 市 纳 入 科 技
创 新 创 业 载 体
培 育 体 系 的 载
体418家

载 体 经 营 面 积 超
365万平方米，孵化
服务企业近3万家

累计毕业企业近
5000家，累计上
市企业近200家 完 善 科 技 创 新 创

业载体培育体系，
重 点 增 加 有 关 强
化投融资、拉长服
务链等内容

开展2022年科
技 创 新 创 业 载
体 绩 效 评 价 工
作，75家载体获
评“优秀”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园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园闵行园定位为高校师生校友的“科技成果
转化合伙人”，对内联动成果转化职能部门，对外与区域、企业等
共建创新创业载体、功能性产业服务平台，“交大系”创新创业生
态加快形成，周边师生校友创业企业500余家，融资过千万元的
企业60余家、融资过亿元的企业30余家，上市企业10余家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
秉 持“ 先 进 制 造 业 科 技 引 擎 ”的 理
念，以“医工交叉”为切入点，深入实
施成果转化“特派员”制度，推进校
企互动，培育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企业

上海交通大学联合闵行区政府、宁德时代等，探索
“龙头企业引领”和“高校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培育

模式，打造未来能源和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园
同济大学联合杨浦区政府、嘉定区政府，与百度、上
汽集团、同济设计院等合作，建设自主智能未来产业
科技园，培育智能建造、智能交通产业集群

2022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闵行“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
制定《推进“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方案》，明确实施“创新策源功能强基”“科技成果
转化加速”等五大行动计划，市区校多方共同推进，将大零号湾打造成为世界级“科创湾区”之一             
已投入使用16个园区载体，总面积56万平方米，形成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大学科技园、中试
基地、成果转化基地、科创综合体融合发展态势
核心区入驻企业550余家，50余家企业已获得市场融资总额超80亿元，9家企业市场估值超10亿
元，潜在独角兽企业3家，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1家
今年以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不同赛道5家优质基金在大零号湾设立子基金，总规模已
达7亿元

获首批国家“创新型街区”试点，将立足城市空间改造提升，把高端创新要素引入街区，建设功能复
合、特色明显的空间，打造局部优化生态环境，降低中小微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中小微企业
双创升级
集聚设计类企业3000余家，形成以大设计集团为龙头，中小企业遍布的产业生态系统，获评国家
火炬计划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

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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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示范园建设加快推进
持续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大学科技园示范园建设，通过连续3年的项目化

支持，在科技成果转化及孵化等方面探索特色经验及做法。

积极争取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被列入国家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首批10家试点单位，依托原有国家大学科

技园，探索“学科+产业”的创新模式，结合高校优势学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打造未来产业创新和孵
化高地，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反哺“双一流”大学建设。

第3部分｜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全链条创新加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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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塑造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品牌，充分发挥“以赛引才”“以赛聚才”作用，提升创新创业赛事赛会国
际化影响力。

创新创业品牌活动影响不断扩大

2022年“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7月，2022“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暨科技助企系列活动启动会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举行。自

2012年启动至今，大赛已经成为科技创业者展现创新实力的大舞台、科创资源汇聚的大平台。
为历届大赛涌现出的优秀企业颁发“科创之星”荣誉
发布“高企贷2.0”
优秀企业家以“创·Talk”形式分享了创业经历和参赛心得
10年间，超过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参赛，连续7年保持地方赛报名数全国第一、获奖数全国第一
特别设置疫情防控专题赛，组织近400场赛前云讲座，为参赛企业答疑解惑，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与，
最终共有7001家企业报名成功
扩大市赛评选环节支持规模，入选企业达2159家，遴选163家企业代表上海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赛，首次推出“创•加速营”活动，为入围企业提供针对性辅导和实战练兵机会

2022年第七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题赛暨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
以“揭榜”方式，释放创新需求，以“比拼”方式，促成精准对接，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
7月，上海市人才办正式启动了 2022“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大赛聚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设置5个国内赛区和5个海外赛区。

2022“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
8月，第二届“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颁奖典礼在上海市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举行，正式

揭晓35位获奖者以及15位提名奖获得者名单，打造更有利于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和选拔机制，培
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影响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第三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
8月，以“闯上海创巅峰⸺城市新机遇青年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

海举行，发布上海“创新创业十大案例”、赋能青年就业的“晨星计划”以及弘扬城市品牌形象的“星耀巅峰”
项目。

2022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宝山环上大科技园
不断完善“环上大孵化+产业园制造”的接力发展路径，实现企业（项
目）从苗圃-孵化-中试-产业化全流程布局

围绕上海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展“先投后股”创新试点
新增落地企业170家，其中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5项，累计落地企业293
家，其中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8项

建立完善校地常态化协
同推进机制

聚焦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出行与智能网联等技
术领域，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与汽车城核心区、大众总部园
区、汽车零部件园区衔接区域，建设高质量大学科技园，辐射
带动形成产业高地

嘉定同济大学科技园

汇聚1108家长三角企业有效需求2102项，
撬动企业意向投入74.98亿元

收 集 解 决 方 案 5 5 7 项，形 成 需 求 对 接 9 3 1
次，促成优秀供需对接案例87项，签约金额
达2.17亿元

设置创业、创新两个
赛道

总决赛获奖名额增
至3 8 项，并设立超
过30个优胜奖

符合条件的获奖项
目入选上海市相关
人 才 计 划，最 高 可
获得100万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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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校地常态化协
同推进机制

聚焦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出行与智能网联等技
术领域，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与汽车城核心区、大众总部园
区、汽车零部件园区衔接区域，建设高质量大学科技园，辐射
带动形成产业高地

嘉定同济大学科技园

汇聚1108家长三角企业有效需求2102项，
撬动企业意向投入74.98亿元

收 集 解 决 方 案 5 5 7 项，形 成 需 求 对 接 9 3 1
次，促成优秀供需对接案例87项，签约金额
达2.17亿元

设置创业、创新两个
赛道

总决赛获奖名额增
至3 8 项，并设立超
过30个优胜奖

符合条件的获奖项
目入选上海市相关
人 才 计 划，最 高 可
获得100万元资助

第3部分｜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全链条创新加速机制

57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