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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进军”的重要指示。五年来，上海搭框架、打基础，

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重大成果
不断涌现。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副市

长吴清介绍了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五年来的主要进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 6项重大科技成果，蛟

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和大飞机，上海都做出了
重要贡献；2014—2018年 50项全国重大科学进展

中，上海参与了 11项；大飞机 C919飞上蓝天，集成
电路先进封装刻蚀机等战略产品销往海外，高端医

疗影像设备填补国内空白，产业创新影响力越来越
大⋯⋯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五年来硕果累
累，成绩亮眼。

一大批“国之重器”落沪
五年来，上海着力提升上海科创中心策源能力，

系统布局张江实验室等高水平创新基地，先后挂牌
成立张江实验室和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形

成张江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启动建设李政道研究
所、张江药物实验室、复旦张江国际创新中心、上海

交大张江科学园等高水平创新机构和平台。同时，

主动参与微纳电子、量子信息、海洋等领域国家实
验室建设。

五年来，一大批“国之重器”纷纷落沪，上海全
力打造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在光子领域，硬

X射线、软 X射线、超强超短激光等设施全面建设，
硬 X射线装置是建国以来单体投资额最大的科技

基础设施。在生命科学、海洋、能源等领域，先后启

动蛋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施等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已达 14个，设施数量、投资金额等均领先全国。

依托基础科学优势领域，上海主动承接 2006-

2020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积极对接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截至 2018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854项，在“核高基”、集成电路

装备、大飞机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五年间，上海
率先启动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立足信息技术、生命

科学和光子科学等领域，先后启动硬 X射线装置

预研、硅光子、人类表型组、脑与类脑智能、全脑神
经联接图谱、拓扑量子材料、分子机器、智慧天网等

8个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投入超过 40亿元，为承接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夯实基础。

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发力
目前，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达

4%，比五年前提升 0.35个百分点。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 47.5件，比五年前翻了一倍。综合科
技进步水平指数始终处在全国前两位，科技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稳步提高。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和
“卡脖子”领域，上海创新持续发力。

如今，上海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完整集成电路产

业链的创新高地。2018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销售
规模达 1450亿元，占全国的 1/5。在设计领域，部

分企业研发能力已达 7纳米，紫光展锐手机基带
芯片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制造领域，中芯国

际、华虹集团年销售额在国内位居前两位，28纳
米先进工艺已量产，14 纳米工艺研发基本完成。

集成电路装备材料领域，中微、上微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刻蚀机、光刻机等战略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
生物医药产业，同样是上海创新策源的优势所

在。上海积蓄了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产业发展潜力，
五年来生物医药产业活力迸发。此外，上海加快人

工智能产业技术研发与应用，出台《关于本市推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目前，已经成立

交大“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济“上海自主智能
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等。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五年成绩亮眼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为了全面支

撑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发布了《张江科学
城建设规划》。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张江科学城首轮涉及
“五个一批”73个项目已全面开工，32个

项目已完工。
目前，张江科学城所属的国家实验室

片区等 8个重点区域，规划调整有序推进，

推动张江实验室总部研发大楼、绿谷全球
糖类科学研发中心、ABB机器人项目、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等约 80个新一轮
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上海科创办执行副

主任彭崧告诉记者，张江科学城与上海自
贸试验区“双自联动”、与临港地区“双区

协同”、与陆家嘴金融城“双城辉映”，正朝
着“科学特征明显、科技要素集聚、环境人

文生态、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一流科学城

加快迈进。
以张江科学城为核心，上海各区积极

建设各具特色的科创承载区，以产业地图
为导向，加强信息共享，鼓励有梯度、差异

化布局产业。目前，上海已有 56家单位通
过《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

分红激励办法》实施股权激励。浦东、闵

行、杨浦、徐汇、嘉定、松江等，发挥科创资
源基础雄厚的优势，探索科技创新的不同

路径和模式，着力打造紫竹、漕河泾、临
港、松江 G60科创走廊等重点科创区域。

闵行成果转化示范区、杨浦创新创业
示范区、徐汇科技服务示范区、嘉定新兴

产业示范区、临港智能制造承载区、松江
G60区域创新承载区、漕河泾知识产权示

范区发展各具特色⋯⋯各具特色的科创

区域百花齐放，充分激发全市各区科技创

新的热情与潜力。青浦华为研发基地、虹口
硅巷、金山科创湾区、奉贤东方美谷区域

等，发挥创新浓度高、可用空间大、创新成
本低等优势，科创特色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上海科创建设对接国家战
略，稳步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成立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发布三年行动

方案和重点攻关计划。在“长三角大仪网”
中，区域 4.5 万多台、总价值超过 519 亿

元的大型科学仪器，服务整个长三角科
技创新企业。面向“一带一路”，上海在

沿线国家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启动建设

中以（上海）创新园，深入开展中俄战略
科技合作。

一系列人才政策集聚大批英才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相关新闻

 建设张江科学城迈向世界一流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离不开天下创新英才。五年来，上
海制定人才政策“20条”“30条”，集聚了

一大批科创英才，“高被引科学家”入选人

数达到 65人（占全国 11.2%）。目前，在沪
工作创业的外国人已达 21.5万人，共发

放《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近 500张，均位

居全国第一。昨天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人才办主任冷伟青表示，近年

来上海在制定相关人才政策时的核心理
念，就是向用人单位放权，为人才松绑。

目前，上海正在按照这样的理念，下

放一些权力，放大一些收益，放宽条件，放开

空间，努力把权和利真正放到市场主体手
中。比如，明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扣除直接

费用后净收入的 70%以上可以用于奖励个
人和团队，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活力。

在人才评价改革方面，强化市场评价
的决定性作用和用人单位主体，推进职称

评审改革，比如率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动
由领军企业行业协会等牵头制定人才评价

标准，对今后的人才评价，让用人主体、让
行业发挥专业作用。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人才政
策要对标国际。据介绍，上海即将出台分

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在
这个方案中，将积极地吸收国际通行评价

要素和评价标准，为高峰人才量身创设
“四无机构”，即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

无岗位设置限制、无工资总额限制的新型
机构，实施国际通行的工作体制等。

与此同时，健全高峰人才及其团队的
社会保障，确保这些人才安心在上海创新、

创业和创造，引得进更要留得住。

■ 上海交大 Bio-X研究院神经精神与人类遗传学
研究室的基因测序设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累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854 项
■ 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达 4%，比五年前提升 0.35 个百分点
■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7.5 件，比五年前翻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