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网络主播“大流量”成“正能量”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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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推  条政策措施推动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

设未来产业基金 扩创业投资规模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安全问题一

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特别是深受年轻人

欢迎的网络直播。如何让未成年人远离不

良的网络直播，也引起了人大代表们的关

注。日前，市委网信办等单位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答复，并将对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监管和惩戒。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商销售模

式，有其自身特性，这就决定了对它的监

管，除了来自外部力量之外，还要在自身建

立“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曾经，主播

流量逐渐呈现“饭圈”效应，借助粉丝群运

作、线下集会、打榜做数据等策略，直播乱

象如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等行为

层出不穷，整个行业的口碑也“跌”了。

“   ，上链接”不是带货秘诀，“网红”

更不应该成为网络主播的代名词。当前，

直播行业正在向体验式和内容输出型直播

转变，美腕、与辉同行等已经超过了纯粹的

带货主播形式，有的还参与到团体标准、地

方标准的制定。通过树立行业标杆，进一

步提高网络主播的职业素养，推动“大流

量”成为“正能量”。

网络主播应该成为掌握直播电商知识

技能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实战型新零售人

才。近日，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网络主播旺

旺凌晨 时  分下播， 时  分选品，4时

准备文案，直到早上6时  分才睡下，让人

们看到这个行当的不易。今年5月，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中就包括

网络主播。减少用户的挑选成本，破除商

家、商品与用户之间的信息差，进一步提高

网络主播的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应

该成为网络主播的发展方向。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网络直播行业既要有头部主播打头

阵，也需要中小主播“百花齐放”，形成梯队

式发展的健康格局，让网络主播的职业价

值更有意义。

本报讯（记者 叶薇 实习生 綦颖怡）上

海近日推出19条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创业

投资高质量发展，包括加快上海创业投资行

业发展、充分发挥各类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

带动作用、推动创业投资与多层次科技金融

服务体系联动发展、推动创业投资和产业发

展、区域发展形成合力以及加强人才和政策

保障等。

为持续推动创业投资发展，加强对初创

企业融资支持，上海先后于2014年、2019年

印发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文件。本次

《若干意见》在上海原有创投文件的基础上修

订而成，将于2024年8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

至2029年7月31日。

市发改委介绍，相比原有文件，《若干意

见》增加了三方面内容，具体包括：增加国家

最新出台的干货举措，如支持金融资产投资

公司扩大直接股权投资试点，并进一步提出

探索政府引导基金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合作

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支持保险资金加大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的支持；增加我市

最新部署推进的政策措施，如用好三大先导

产业母基金，遴选专业投资团队重点支持种

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新设未

来产业基金，有序扩大上海市创业投资、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规模等政策；增加经营主体密

切关注、希望实施的措施，如在股权投资集聚

区设立创投企业注册快速通道，深化认股权

综合服务试点等。

此外，优化升级四方面内容，具体包括：

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优惠支持举措，如探索

引导基金阶梯化让利机制，鼓励开展硬科技

领域早期投资，支持引导基金开展滚动投资

等；强化国有创投基金的市场化改革举措，如

开展国资存量基金整合、打造兼具投资和运

营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专业平台和高能

级基金管理机构；拓宽创业投资企业募资及退

出渠道，如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等功能性平台发起设立的早期基金，政府引导

基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进一步鼓励重点

产业领域并购整合，如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等

方式加大对市场化并购基金的投资力度，对

重点领域海外并购提供便利化措施等。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继浦东“张江种
谷”、崇明“长三角农业硅谷”之后，上海农业

再添一“谷”。昨天，位于奉贤区的农业科创

谷投入使用，旨在打造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

新品种研发培育地、科创企业总部集聚地，形

成上海农业集群“三谷错位发展”。

据介绍，农业科创谷首期推出5万平方

米商业生产及办公空间，后续还将推出20多

万平方米的空间来吸引优质的农业科创企

业、高校功能平台、师生创业团队前来创新创

业。目前已有70多个项目对接成功，昨天11

个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签约。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启用的上海农业科

创谷，将与浦东的“张江种谷”、崇明的“长三

角农业硅谷”形成错位发展。崇明的“长三角

农业硅谷”致力于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其

目标是推进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与

世界级生态岛相契合的现代农业。而张江种

谷则聚焦打造国家现代种业科创和产业高

地，通过建设研发创新中心，引进集聚一批现

代种业研发领域内的创新型企业，推进现代

种业全产业链发展和一、二、三产融合。

相比之下，农业科创谷在服务农业之外，

将聚焦核心种源、生物合成和基因技术、植物

萃取、智能设施装备四大领域的关键共性问

题和核心关联环节，实现技术联合创新、产业

联动发展。此外，农业科创谷将与江苏、浙

江、安徽三省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合作打造

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集群，制定长三角农业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组建

长三角农业科教联盟，推动实验室、科学装

置、试验场所等开放共享。

根据相关规划，2030年农业科创谷将初

步建成世界一流、中国领先的农业科创“领袖

型”园区；2035年，将全面建成影响力、竞争

力、引领力世界领先的农业科创园区。

本报讯（记者 叶薇）昨天下午召开的

市政府新闻会透露，上海聚焦产业痛点难点，

回应企业迫切需求，出台新一轮《关于支持生

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围

绕研发、临床、审评审批、应用推广、产业化落

地、投融资、数据资源、国际化等关键环节，推

出37条政策举措，重点支持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鼓励创新策源。加大对创新

药械研发的支持力度；前瞻布局基因与细胞

治疗、mRNA、合成生物、再生医学等前沿赛

道；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药物研发。

二是进一步放大临床资源优势。持续增

设研究型床位，建设功能完备、集约共享的研

究型病房；完善临床成果作价入股等转化机

制；引导保险机构加强对临床试验和产品创

新的风险补偿，完善风险共担机制。

三是进一步缩短产品研发和上市周期。

通过建立临床预备队列等举措，力争将临床

启动时间压缩到25周内；建立伦理审查“一

套材料、一次提交”等机制，将流程压缩至3

周内；推动实施国家注册审评审批改革试点。

四是进一步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推

动更多“新优药械”入院入医保，确保上海市

医疗机构“应配尽配”；加大创新产品医保支

付力度，对相关诊疗项目实行医保预算单列

支付；大力支持上海市创新药械国际化发展。

五是进一步完善全要素支撑体系。强化

投融资支持，发挥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股权

投资基金、创新转化基金等作用。

六是进一步释放改革创新活力。支持在

上海自贸试验区（含临港新片区）符合条件的

外企开展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科创赋能农业 沪上再添一“谷”申城围绕产业化落地、投融资等环节出台  条新政

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跑”

青浦：不断优化交通，方便居民出行

区长访谈

本报讯（记者 杨欢）今天上午，青浦区
区长杨小菁走进“2024夏令热线 ·区长访谈”

直播间，接听电话，回应群众关切。

市民黄女士反映徐泾北城地铁站附近跨

街人行天桥南侧缺乏无障碍电梯，新设的道

路绿化带设计不合理等出行不便的问题。

徐泾镇镇长陈瑜表示，徐泾北城17号线

地铁站附近居民出行流量较大，去年设置了

一个跨崧泽大道的人行天桥，实行人车分

离。青浦区建管委主任程卫东介绍，当初因

为地下有一路高压电缆，出于安全考虑，没在

天桥南侧设置垂直电梯，而是设置了斜挂式

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居民反映使用不方

便，经研究，准备在合适地方设置一个无障碍

垂直电梯，方案目前进行了初步论证。

杨小菁表示，居民出行需求迫切，相关部

门要到现场勘探后尽快做出整体评估，在不

影响交通效率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附近居民

的出行需求，形成优化方案，并推动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