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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创发展再升级1!!!!!!!!!!!!!!!!!!!!!!!!!!!!!!!
    “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要

践行国家战略，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以
‘1+1+1+1=1’的思路来运营建设，充分

发挥三省一市合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工作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

刚表示。
长三角区域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经

济相融、文化相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既

有历史脉络的传承，又在不断演进深化。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工程师成就了以苏

南为代表的乡镇经济；上世纪 90年代，浦
东大开发和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带动

长三角成了当今的世界工厂。跨入新时
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长三角带来了新的机遇。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上，浦江创新论坛主席徐冠华院士指出，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将助力
长三角发展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增

长极。”

去年 3月，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了《关
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为提升区域整体发展能力和协同创新能

力提供综合性、引领性支撑。
根据科技部的意见要求，明确由上海

市牵头，协同苏浙皖三省共同组建长三角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推动长三角区域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未来产业高

地。2020年 10月，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获得正式批复同意成立，开启长三角

科创协同“新跨越”。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

领域，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三大
主攻方向。借着创新中心的东风，生物医

药产业率先发力。上周，“长三角生物医药
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在上海成立。由上海

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第 23届
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上，中国

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信息平台的启动
促进区域内项目、技术和人才交流互动以

及设备资源共享，“旨在强化以高校和科

研院所为主的源头创新，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的第一公里”。

生物医药是国际产业竞争的前沿地
带，也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高科技领域之

一。浦江创新论坛上，陈薇院士也表达了对
创新中心的期待，“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多个部门的助力，需要
各个学科的交叉发展，希望借助刚刚揭牌

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科技战略力

量，打造我们国家坚不可摧的生物长城。”

长三角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发展最

好、产业规模最大的区域，产值占全国生物
医药产业的 30%?右，而且长三角拥有一

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大学、创新型企业和
临床机构。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

沈建忠表示，最近在上海揭牌的长三角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创新

资源统筹共享，发挥三省一市各自的区位

和资源优势，推动长三角医药产业集聚化、
融合化、协同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

去年 9月，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
心、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和复旦

大学上海市药物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长三角生物

医药协同创新信息平台”。经过 8多月的
努力，信息平台已初步建设成形，收录展

示了上海市各高校生物医药相关项目、技
术、平台、仪器设备等详细信息，为进一步

拓展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打下了基础。
例如，在新药项目方面，包含肿瘤、中

枢神经系统、心脑血管、免疫、中药、抗病

毒等领域的研发信息；关键技术方面，覆
盖前沿技术、药物筛选、合成工艺、药物递

送和人工智能；仪器设备方面，包含色谱
分析仪器、生物生化仪器、影像检测仪器、

测试诊断设备和工艺实验设备等。

    在总体定位上，创新中心立足于国家

重大区域创新战略需求，定位于实现从科
学到技术的转化，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为核心使
命，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

和开放合作，力争突破一批重点产业关键

技术瓶颈，产出一批重大技术成果，推动
长三角若干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为长三角区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增
长极提供坚实的创新支撑。

在任务布局上，创新中心按照“四个

面向”要求，充分依托三省一市创新资源
集聚、产业基础牢固、科教力量雄厚的优

势，主要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三大领域，以及电子信息、新能源环保、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
创新资源，突破关键共性核心技术，加快

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在体制机制上，创新中心坚持“共需、

共建、共享、共治”理念，按照“一个核心团
队、一套运行机制、一体化建设管理、一个

创新体系”模式,?索建立一体化高效运行
发展的新机制，加强区域创新资源统筹和

共享利用，同时兼顾三省一市各自资源禀
赋与基础优势，实现各扬所长的差异化协

同发展。

实现科学到技术的转化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物医药打响协调发令枪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创协同“1+1+1+1=1”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长三角科创跨区域、跨领域、

跨学科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迈

出了重要一步。 在本月初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突破一批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瓶

颈，产出一批重大技术成果，推动

长三角若干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这个国家级的技术

创新中心，将为长三角区域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增长极提供

创新支撑。

    “过去寻找省外的创新载体，得自己

一家家联系，还得说动对方注册浙江的
平台，现在问题迎刃而解。”浙江亿米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邹军说，长三
角“科技创新券”的红利很“实惠”，与上

海高校合作共享科研设备及科研人员。

“此前研发一个产品至少要投入 400 ?
到 500?元，使用‘创新券’后，通过与高

校合作，使用高校的设备、人员助力企业

研发，使得研发费用大大降低，研发周期
也能大大缩短。”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创新需求最

旺盛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为
富集的区域之一。早在 2018年底，上海·苏

州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协同发展服务平台

启动，推动上海和苏州成为国内首个跨区

域科技资源通认通用发布区域，成为长三
角科技资源协作示范区和发起单位。

为鼓励长三角科技型中小企业共享
使用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创新创业

活动，2020年 12月三省一市科技主管部
门联合推出了《关于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

券通用通兑试点的通知》，围绕“扩大服务
范围内容上做加法、打通服务界限上做减

法”工作思路，加快推进建立三省一市互
认的资源池，推出通用、通兑两种用券方

式，除青浦、嘉善、吴江、马鞍山等试点区

域外，相城等多个区域也提出加入试点，
加快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提升长

三角区域城市竞争力。
随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平台

测试版上线，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马鞍山市区

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登录长三角科技
创新券通用通兑平台在线申领创新券，使

用来自三省一市区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
转移、检验检测、资源开放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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