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扫码下载客户端 2025年7月8日/星期二 一版编辑/刘松明 一版视觉/窦云阳 本版编辑/刘松明 本版视觉/窦云阳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要闻

新民眼

“从0到10”后，为何再提“从10到0” 杨 洁

■ 市委委员徐枫、刘国生、刘昌胜、沈炜、杲云、吴金城（从左至右）发言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保持战略敏捷 注重体系构建
提升创新效率 激发创新活力

——十二届市委七次全会侧记

浦江两岸，热潮奔涌。7月7日，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审议并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国担当

勇为尖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

在上海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征程上，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路线图”“任务书”，以系统

的擘画、务实的举措，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笔者关注到，《意见》提到，要提升创新效

率，着眼科技创新全周期，坚持“从0到10”和

“从10到0”相贯通，更好实现全过程创新、全

链条加速。

人们常用“0-1-10”来比喻科技创新的全

周期。“从0到10”，是指取得源头创新后，将实

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应用于市场。

如今反过来提出“从10到0”，在距离市场最近

的地方谈科技创新，企业及创业者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凸显。“从0到10”和“从10到0”相贯

通，这是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的客观需求，

也是更好激发创新活力的具体落子。

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企业

的“厚度”。创新企业竞相涌现，是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和高增长企业的基础。相较于招引

成熟项目，或者为已成规模的品牌企业“锦上

添花”，政府部门更应该从无到有培育初创企

业，持续关心扶持早期企业，加大对“种子期”

的投入。本次全会强调，要加强对创新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根据不同发展阶段

专心专注持续给予政策支持。这也考验着政

府部门的战略眼光——既要保持定力与魄

力，敢于涉足高风险、高价值的领域，抢占先

机；又要保持战略敏捷，防止战略踏空，更好

掌握创新发展的主动权。

科技创新，同样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密

度”。这里的创新人才，不仅是单一身份的科

学家或企业家，更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

一批创业者。他们不仅是坐在实验室里“搞

发明”，还要能走进企业、走进应用场景，与工

程师、产品经理等开展积极交流，优化技术发

明，形成市场化产品。这样的“跨界”人才，方

能洞悉市场真实需求，精准出题并解题。全

会强调，要大力培养造就创业者队伍。这就

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搭建平台，完善产学研

协同机制等，帮助更多年轻人点燃创业激情，

为“从10到0”夯实基础。

科技创新更离不开抢占前沿的“速度”。

创新需要效率。当前，科技浪潮奔涌，技术熟

化周期、成果转化周期、产品迭代周期都大幅

缩短，许多领域“窗口期”转瞬即逝。“从种子

长成大树”，企业成长不仅需要抢抓机遇，更

涉及金融支持、政策服务、监管治理等诸多环

节。在漫长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慢吞

吞、笃悠悠”。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只有提升产学研用各环节的衔接耦合，才能

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总体而言，科技创新，既要有从源头到大

海的奔流，也要有从大海回溯源头的潮汐。

当“从0到10”与“从10到0”进一步相贯通，

或许“核爆点”就在奔涌与碰撞中孕育。

当前，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

4.4%，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5万家，三大先导产

业总规模已达1.8万亿元，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

形成。站在新的起点，在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的新征程上，上海必将继续为国担当、勇

为尖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昨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国担当勇为尖
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市委委员们一致表示，为国担当、勇为尖

兵，使命无比光荣，责任无比重大。要胸怀“两
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坚持“四个面向”，
保持战略敏捷，注重体系构建，提升创新效率，
激发创新活力，更加注重以科技创新引领“五
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抢占前沿领域科技制高点
市委委员、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于勇表示，《意见》是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
纲领性文件。
“三大先导产业始终是临港集团园区重

点布局的方向。”于勇说，比如，在东方芯港特
色园区，推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在生命
蓝湾特色园区，聚焦创新药械、合成生物、精
准治疗等细分赛道，形成研发制造一体化布
局；在漕河泾园区，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全栈式
布局等。他表示，临港集团将继续围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培育高能级的创新企业，既保
持战略定力，又保持战略敏捷，积极打造前沿
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孕育地”和“核爆点”。
市委委员、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表示，这

次《意见》是新征程上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体现了为国担当、
勇为尖兵的使命感，也为我们接下来“怎么
做”提出了具体要求。
曹立强说，围绕“模速空间”，徐汇区正紧锣

密鼓地推进50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空间扩容、
设立青年创业基金、拓展垂类应用等。“比如，我
们设立‘徐汇人工智能青年创业基金’，政府带
头投资‘早早期’，带动社会资本，推动建立早期
科创生态和青年人才培育体系。又如，针对从
‘模速空间’溢出的企业，我们就近导入北杨人
工智能小镇，实施双免政策，即首年免办公租
金、免人才公寓租金，为企业快速成长、留在上
海，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市委委员、闵行区委书记陆方舟表示，闵

行正在加快布局脑机接口的产业创新集聚
区，希望其能够成为区内未来颠覆性技术的
一个核爆点。为此，闵行将以国家医学创新
中心作为核心承载地，辐射周边1.5平方公里
半径的范围，作为打造机构产业集聚区的空
间载体。此外，闵行还将发布专项政策包，内
含10条高含金量政策，聚力推进产业的崛起，
并谋划组建投资矩阵，特别是专注于脑机接
口产业的投资基金。
陆方舟说，当下闵行已经成立工作专班，

有专门团队负责招商和营商环境打造，希望
更快吸引和集聚脑机接口产业企业，力争到
2030年，使闵行在脑机接口方面成为国内乃
至世界上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高地。

托举科技人才“圆梦启航”
“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和质量优先的原

则，推动梦想导向的自主性研究与贡献导向
的有组织研究相结合，从而支撑完成高校应
该承担的0到1和1到10的科技创新任务。”
市委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认为，
“梦想导向”的自主性研究对于突破性科技创
新非常重要。
梅兵表示，华东师大就有一些为实现梦

想而努力钻研的学者，要给他们足够的理解

和爱护，把他们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与交流活
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搞研究，
这是能否做好研究的关键。
“创业路上‘破茧成蝶’的过程是漫长而

艰难的，许多博士生创业者会对此感到困惑
焦虑。”市委候补委员、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韩志强表示，在这一关键节点上，科协将为
他们提供有力的托举支撑。
韩志强表示，2024年中国科协首次启动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支持对
象为学籍关系在境内的全日制高年级在读博
士研究生。为入选者提供组织吸纳、学术兼
职和学术资助三方面托举服务，托举期不超
过2年。经市科协积极推荐，上海有近300位
博士生入选计划，市科协为他们组织开展了
涵盖科技前沿趋势、期刊论文写作、科研诚
信、心理健康等内容的专题研修。按照托举
服务清单内容，近百人还参加了中国科协“领
航计划”联系服务活动，为青年科技人才和博
士生注入了思想动能与专业养分。
“与博士生创业者的困惑相对应，一些创

投机构对科技创新的规律同样了解有限，而
科协就起到了平台作用，收集、对接各方的需
求，促进科创项目健康发展。”韩志强表示，下
一步科协将写好人才托举的“后半篇文章”，
帮助博士生全方位能力提升和成长。

推动科技、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市委委员、虹口区委书记李谦表示，为突

破中心城区空间狭小、面积有限的短板，虹口
优化科创空间格局，构建“双北联动”的协同
发展模式，旨在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促
进经济增长。南面的“北外滩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以总部集聚、外资企业为主，现在已经
形成金融、航运为主的特色格局。北面的“北

中环科创产业集聚带”主要聚集空间信息、生
物技术等新产业赛道，以及专业孵化器，在区
域内形成产业链协同供应链融合。

此外，虹口提升、转型一批小散弱园区。
区属国资北科创集团，通过自营、股权合作、
联盟挂牌，现已将产业园区从原来最多时的
46个规整为33个，实现了资源集中优化。同
时，在市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市属国企与虹
口区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助力虹口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市委委员、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表示，全会
各项任务部署指向明、路径清，具有极强的针对
性和操作性。“对于嘉定而言，赢得长远发展，关
键在科技创新；应对压力挑战，底气在科技创新；
服务全市大局，使命在科技创新。”肖文高说，嘉
定科技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在汽车
“新四化”以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也在蓬
勃发展，联影小镇、聚能小镇等蓄势待发，“嘉定
科创核”将在2.4平方公里内打造集“策源、服
务、转化”功能于一体的科创示范街区。

肖文高表示：“对标市委全会部署要求，
我们正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把创新驱动
战略、新城发力战略更好地融合起来，把区域
科技创新的‘小齿轮’更紧密地挂上科创中心
建设的‘大齿轮’，在上海深化国际科创中心
建设中走好第一方阵、勇当开路先锋。”

市委委员、普陀区委书记胡广杰表示，此
次《意见》将“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纳入主
要任务，为普陀发展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士气、
提振了信心。普陀将继续发挥好科研院所的
集聚优势、研发优势和生态优势，促进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提升科技策源能力。同
时，打造离岸创新中心，深化园区共建模式，
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形成优势互补，着力提高
成果转化效能。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