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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深耕自贸区
立邦中国总部位于浦东永达国

际大厦，从大楼望出去，对面的新国

际博览中心每逢展会便会人气爆

棚、车水马龙。立邦中国集团品牌

公关中心总裁蔡志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立邦从20世纪90年代

进入中国以来，从不到100名员工

发展到如今约1万人，在上海设立

并运营了16家公司。尤其是上海

自贸区成立以来，受益于资金、人才

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在中国持续加

大投资力度，并将产品创新、研发落

地上海自贸区。”

刚开工建设的立邦创新中心位

于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距离立邦

中国总部约15公里，驾车仅需半小

时，预计将于2026年竣工。未来，

此中心将承担立邦在中国及亚太区

域的产品研发及产品应用研究，不

断推出符合市场潮流的色彩搭配和

场景化解决方案，满足中国及海外

市场需求。同时，立邦中国区新总

部大楼也已落户浦东。

说到选择深耕上海自贸区的理

由，“这得益于自贸区在金融、科技

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利好，让

立邦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蔡志伟表示，作为总部设立

于新加坡的跨国企业，上海自贸区

推出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公司跨

境资金调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

一制度创新不仅满足了立邦增强资

金水位及流动性的需求，还通过全功

能型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实现了集团

内企业本外币资金的灵活调拨，确

保了资金的安全与保值增值。”

协同创新，则是立邦深耕上海

自贸区的另一大理由。近年来，立

邦中国不断刷新扩大“朋友圈”，与

巴斯夫、科思创、陶氏等同样扎根自

贸区的外资企业达成多项创新合

作，共同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同

时，“出海”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

重要战略，立邦凭借自身的国际化

协同能力，积极与母公司海外业务

市场联动，助力中国汽车零部件制

造商中信戴卡深入布局墨西哥，支

持长安汽车布局泰国市场，加速推

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创新含量高
数据显示，浦东新区乃至上海

是全国外资研发中心聚集度最高

的区域之一，创新含量持续走高。

截至去年底，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

总数达561家，浦东新区占264家。

像立邦中国这样立足上海自贸

区、开疆拓土的外资企业还有许

多。在上海自贸区张江片区，罗氏

中国创新中心里有一幅图让人印象

深刻，那是1994年上海罗氏制药开

工入驻浦东张江时的场景，“阡陌乡

野”和如今的“科创策源地”形成强

烈反差。

去年，罗氏全球首个自主建立

并运营的加速器在张江投用。罗氏

中国加速器的负责人唐秋嵩博士介

绍，作为首批浦东大企业开放创新

中心计划企业成员之一，截至今年

6月，近20家本土初创企业已入驻

加速器，研究方向覆盖蛋白降解、相

分离等多种生物学机制，环肽、细胞

治疗等多种药物形式，以及人工智

能、功能蛋白质组学等基于大数据

和算法的创新。其中，现有成员企

业已与罗氏中国创新中心达成超过

10项早期研发合作。

“我们希望依托上海自贸区和

张江科学城的制度创新叠加优势，

助力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初创企

业、科学家，把罗氏作为梦想的首发

站，把他们的创新成果与罗氏国际

化的视野和平台、资源完美结合。”

唐秋嵩说。

勇于闯新路
上海自贸区从“出生”开始，便

承担了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的重

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主

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高

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今年1月公布的《浦东新区综

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明确，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探索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促进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全球资产

管理伙伴计划。今年3月，《上海外

资研发中心提升计划》出炉，从支持

外资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鼓励

外资研发中心加强开放创新、优化

外资研发中心科研物资通关和监管

流程、加大外资研发中心服务保障

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外资研发中心

的落户与运营，其中对自贸试验区

功能联动方面提出具体新举措。

谈到近日公布的上海自贸区联

动创新区建设方案，蔡志伟认为，这

标志着上海对外开放的新一轮深

化，期待自贸区金融服务、人才接

纳、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更

多举措，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发

展注入活力。”据悉，今年立邦中国

将首次参加进博会，用行动表达对

中国市场的深度融入和坚定信心。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上月举行的2024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上，上海如身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师云雷带着世界首款

实现手部、上肢和下肢全覆盖的康

复产品——UniGym智能多合一居

家康复系统亮相FutureTech100

展区，引起各方关注。今年1月，这

家专注于智能康养机器人赛道的初

创企业正式“落户”临港新片区，成

为其科创“朋友圈”里的新成员。

临港新片区成立即将迎来五周

年。从揭牌伊始，科技创新一直是

临港新片区的重要使命。随着科技

创新工作迈入2.0时代，临港新片区

持续提升基础创新策源力、应用创

新牵引力、创新孵化培育力、科技产

业竞争力。

这是临港新片区打造上海科创

新高地、迈向“创新创业之城”的生

动缩影。

厚植创新创业土壤
如身机器人选择“落户”临港新

片区，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新片

区有完善的科创服务、利好的政策支

持与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还聚集

了一批知名的机器人企业，人才、供

应链、生产链等方面的高集聚度有效

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师云雷说。

科创企业的发展与良好的创

新生态密切相关。如身机器人落

地后获得了数千万的天使轮融资，

还有一系列科创活动纷至沓来，如

X·Time2024国际创业大赛、海聚英

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等，厚植创新

创业的土壤，不断激发企业科技创

新动能。

“5年时间，临港新片区的人气

更旺了，科创浓度也越来越高。”上

海飞奥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付哲有了这样的体会。作为一家

与新片区共成长的科技驱动型企

业，飞奥科技的核心业务涵盖企业

数智化转型咨询、云转售、云管理服

务、软件开发定制等，去年正式入选

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付哲告诉记

者，2018年，飞奥科技仅有几名员

工，销售规模在几十万元。如今，员

工增加到近70人，还与多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签下了不

少“大单”，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去年

已突破亿元。

激活科技创新“一池春水”，高

质量发展才有“源头活水”。5年

来，临港新片区科技型企业和创新

主体持续增长。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由254家增长到1493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由1家增长到25

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达

441家，市级科技小巨人（含培育）

企业已达56家。

科创驿站应运而生
如身机器人与飞奥科技的发展

势如破竹，离不开临港新片区全方

位的科创服务体系。上海临港科技

创业中心（以下简称“临港科创”）自

2009年起扎根新片区，是临港首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有

超过3000家科创企业入驻。总经理

屈林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辗转于上海各区，每天几十通电话

与视频会议，加班出差也是“家常便

饭”，“我是‘急性子’，想着帮科创企

业解决难题、对接需求，停不下来”。

初来临港时，屈林及其团队完

全是“两眼一抹黑”。“人少，产业落

地少，科创中介服务资源也少。”在

一张“白纸”上，临港科创从最基础

的“衣食住行”服务开始做起，为落

地的企业构建“生活圈”。

2019年，临港新片区揭牌成

立，高校、人才、产业逐渐集聚，各项

创新要素逐渐趋于完备，科创生态

也有了大幅提升。为了契合新片区

更高层级的战略定位，打造科创企

业成长高地，临港科创的工作开始

转向——导入更多海外人才、项目

与资本，为中国的科创企业打开国

际化市场。

屈林介绍，作为完善科技企业

孵化培育体系的重要一环，科创驿

站应运而生，立足新片区，聚焦汽车

电子芯片等前沿产业和跨境、离岸

项目引进孵化，技术、人才、资本、数

据全要素导入，政策、服务、产业生态

全功能服务。如身机器人就是从科

创驿站落地新片区的企业之一，不仅

通过资源的导入融入了上下游产业

链，还利用新片区对外投资的便利

性，不断拓宽其海外的销售渠道。

“如今，我们不只是‘服务者’，

还是‘整合者’。”屈林说，面对大量

的科创企业，临港科创让更多专业

服务机构参与到科技创新的服务链

中，搭建起两者间的“桥梁”，让企业

的需求得到精准对接，目前各类科

创服务商多达三四百家。

梯度孵化成效显著
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临

港新片区建立了覆盖“基础创新-

应用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型企业

培育”的全链条全过程科技创新体

系，助力企业“0到1”的源头创新、

“1到10”的创新加速和“10以上”的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

升临港新片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积极布局高能级实验室，重点

实验室开工，3年内引入和建设5—

10个国家级实验室和重大科学基

础设施……临港新片区聚焦基础研

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实验装置项目预

计今年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300

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首台样机

在临港总装下线。

鄂维南上海国际算法创新基地、

上海技术交易所国际交易中心揭

牌,临港新片区推动应用创新加速，

多层次科创支持政策让16家新型科

创平台与机构发挥优势，围绕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方

向与企业深度合作，初步实现科技企

业引进、培育、孵化数量近百家。

围绕重点产业，临港新片区搭

建全方位的转化和孵化平台，如聚

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技术研发转化平台，具有

全球创新孵化能力的璞跃孵化器及

聚焦化合物半导体领域的司南孵化

器等孵化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注

入源动力。

产业和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更迭

优化，科创大会、科创大赛等科创活

动层出不穷，“科创驿站、孵化器、加

速器、特色园区”梯度孵化培育体系

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了全生

命周期的科创服务……临港新片区

已成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培育生长的

摇篮，越来越多科创“火种”将在这

里点燃。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上海自贸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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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潮生

临港新片区成立5周年

推动更多外企“在中国，为全球”
近日，在    中国国际涂料博览会上，

国际涂料巨头立邦展出了与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成立的“光催化净化涂料
技术创新平台”，致力于研发高效治理城市
空气污染的解决方案。同在本月，立邦亚太
地区最大的研发创新中心在上海自贸区奠
基开建，成为立邦全球研发、制造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营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上
海自贸试验区正全面落实部署要求，以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
展，承担改革开放“试验田”“排头兵”的重
任，推动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为全球”。

临港新片区着力打造全链条全过程科技创新体系

点燃科创“火种”激活“一池春水”

■ 俯瞰临港人工智能科学中心，犹如一片芯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