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光源内景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2014-2018年，中国每年的十大科学进展，上海均有成果入选，五年 50项重大进展，

上海牵头或参与 11项；

■ 2017年，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实现 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

■ 2018年，上海诞生国际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国际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
胞，两项成果位居当年中国十大科学进展的前两位；

■ 2019年，全球首张“黑洞”照片公布，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牵头国内学者参与。

    5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算短，能够完成一

两件人生大事；5年，对一座城市来说，不算
长，也能够实施几项民生工程；5年，对于历史

文化长河来说，只能是弹指挥间，连一朵小小
的浪花都未必激起⋯⋯然而，刚刚过去的 5

年，对于上海，特别是对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
精神气质来说，意义非凡！

一种叫做“创新”的基因，植入城市精髓；

一种“科创中心”的目标，成为发展动力。而这
一切的起点，源于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时要求上海始终立足国内、放眼
全球，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上海

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5年来，上海犹如新生了“创新基因”，一项

项重大原创成果深入研究，一个个关键核心
技术取得进展，一条条科技体制改革新政落

地开花，每天新注册 1300多家创业企业中大

部分拥有“科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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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谷”

孕育世界“最强光”
我们何时有自己的 CPU芯片？为何中国

没有更多自己的创新药？国产发动机的核心

部件何时能国产化？⋯⋯面对一阵阵创新强
音，很多人会问。当一座城更多人投身创新

后，才发现求“新”的关键是“创”。创造力、原
创性、创新策源，这一切的基础在于从“0”到

“1”的突破。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在创新

的“最初一公里”砥砺前行，为哪怕“一毫米的
进步”贡献着智慧力量。由于观测仪器上的巨

大差距，如果说美国科学家是在“阳光”下探
索，中国科学家就是一直在黑暗中借着“月

光”读书。然而，随着张江光子科学基础设施
群的一步步建成，中国科学家也正在走进“阳

光里”，擦亮“创新眼”。对此，前不久入选美国
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

家颜宁深有感触。2014年，她利用“上海光源”
成功破解生命科学领域热门又难解的“蛋白

质之谜”。但此前，她和学生要去日本光源收

集实验数据，蛋白质晶体样品运送就是一大
难题，到了还得排“国际长队”。有了家门口的

大科学装置，颜宁团队方便了许多。特别是在
蛋白质结构研究冲刺期，上海光源提供了积

极支持，为成果问世赢得了宝贵时间。
形象点说，“上海光源”犹如一台“巨人

版”超级显微镜，或说高品质的超大 X光机。

目前对用户开放了首批和陆续建成的 15条
光束线与 19个实验站，能看清比十万分之一

发丝直径还小的微观世界：用皮秒级“快门”
给人体内的蛋白质分子“拍写真”，看穿 H7N9

禽流感病毒入侵人体“路线图”，帮助故宫国
宝探幽千年前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这台

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同步辐射装置的“拿

手好戏”。在此基础上，还将拍摄“分子电影”。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上海光源二期工程）于

2016年 11月开工建设，其中 X射线通用谱学
线站已完成安装和通光，将于今年投运。

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的“老大哥”，上海
光源开放 10年来，以光为媒，持续升级。特别

是近五年来，环绕上海光源，更远大的“未来

视野”正在积极储备：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用户装置与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平台去年

底开工建设，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
在出光调试，一个足以“预见”世界科技前沿

的“中国光谷”，已然雏形初现。
走近“中国光谷”，一束束“神奇之光”正在

悄然孕育。2017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10拍瓦

激光放大输出的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SULF）于去年底基本建成。超强超短激光是

助力前沿科技研究的“神奇工具”，能在实验
室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超强电磁场、超高能

量密度和超快时间尺度综合性极端物理条
件，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物理条件

与全新实验手段。这个与中国上古神话中太

阳女神“羲和”同名的激光装置，首批建成 3

个用户实验终端，未来将面向国内外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开放，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平台。
目前，以 100拍瓦超强超短激光为核心的

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极端光物理线站
项目已启动。届时，我国有望在国际上实现

100拍瓦激光与高亮度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
光两种人类已知最亮激光的协同作用，抢先探

索真空本质等历史机遇。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党
委书记邵建达告诉记者，从跟跑、并跑，到领
跑，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持续刷新脉冲

峰值功率世界纪录，这得益于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为中国在超强超短激光领域的世界竞争注

入的强大引擎。在空间激光通信领域，“上海之
光”再传佳音。2018年 8月，由上海光机所研制

的中轨卫星星间高速激光通信测距一体化终

端，搭载北斗三号M11、M12卫星发射成功，国

际首次实现 MEO-MEO间的 1Gbps相干激光
通信测距一体化试验，为未来业务化运作迈出

坚实一步。

体制接地气
创新活力“加速度”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五年来上海政
府创新管理有了新机制，带动科技创新从基

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科技体制管理，由内
而外活力绽放。2016年 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上海
在政府创新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分

配、创新投入、创新人才发展、开放合作等 6

个方面开展改革探索。
为加快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018年 5

月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
整。重组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办公室，作为市

政府派出机构，同时挂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办公

室、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
公室、自贸试验区张江管理局牌子，在全国首创

“四合一”管理体制。新机构设立后，注重资源整

合，注重部市联动和市区联动，以更大力度、更
加高效地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海外人才永久居住便利服务制度、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天使投资税制、区域性股权

交易市场⋯⋯在国务院已批复的两批 36条可
复制推广举措中，有 9条为上海经验，占总数的

1/4。科创建设 5年来，上海先后发布超过 70个
地方配套政策，广泛分布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国企创新、科技金融、知识产权、外资研发中心

等 9个领域，涉及 170多项改革举措。

“我们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实
在在的受益者！”走进“张江药物”，许多企业

不约而同说。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宋亚骄说，“在准备上市前，我们历时 13年研

发的呋喹替尼幸运赶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首批试点。这大大加速一类新药从临床

走向药房。”2018年 9月，呋喹替尼胶囊正式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治疗转
移性结直肠癌，成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抗

结直肠癌创新药。

“25条”落地
让创业变得更燃情

从高校转化科研成果，最低要给学校多
少代价？答案是 1元；将科研成果作价与资本

合作创立公司，最低要给学校多少股权？答案
是 0股。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在过去不可想象，现如今实实在在，并标准化
为《科技成果转化蓝皮书》。这里不涉及国资

流失，教授团队自然大胆创业。

今年出台的上海科改“25条”，给予科研
成果“纸变钱”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一季度，市

属科研院所的技术合同数量和成交额显著增
长。例如，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合同有 35

项，同比增 106%；合同成交额 208万元，同比
增 288%。上海市农科院成果转化处处长蒋书

洪表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奖酬

金提取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激发了
科研人员从事“三技”服务的积极性。

“看着十年来的一篇篇研究论文，正在变
成一条条生产线，这就是我们科研人员的梦

想啊！”近两年来，留所工作至今的研究员吴
相伟迎来创新创业的“燃情岁月”。用他自己

的话说，待遇目前涨的还不多，但是奋斗热情
高涨！他所在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温

兆银研究员团队，从 2006年开始研究钠镍新
型安全电池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实现安全

储能电池核心技术从跟跑，到国际领跑的转
变。2017年，这项技术以 5500万元现金和

500万元作价入股实施转化，获北京首科三新
基金 A轮 2.4亿元投资。现金奖励和股权激

励是实实在在的认可，带给技术原创团队极
大的激励。为全身心投入产业化工作，吴相伟

和团队 5人一道签订离岗创业协议。

在温兆银带领下，完全自主设计、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条高集成度、自动化钠

镍电池批量化生产线已在嘉定建成，乐观估
计今年 9月就能出成品。“相信有了好政策，

一定能激发大家的潜力。”中科院上海硅酸盐
所所长宋力昕说，根据《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科改“25 条”等改革精
神，所里制订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

法”，提高个人在技术转让与许可所获收益中
的提奖比例，最高可达 52.5%，并提高个人奖

励股份比例至 55%，其中核心人员占股不低
于 27.5%。“目前，所里已有两个研究团队成

果转移转化超过 5千万元，分别可获 2500万

元以上的现金奖励。”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一条条科技体制改革新政落地 一项项原创成果实现重大突破

创新基因让这座城更活力更燃情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设计的高温高压环境下稳定应用的压电材料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