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www.xinminweekly.com.cn

形成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集群。这里既有商米之家全球

首店，也有声网自主研发的线上会议系统，在疫情期间免费开

放给园区企业使用；既有数字物联网充电桩，也有全球建筑机

器人建造智能技术研发中心、全国互联网医院总部……

在此基础上，大创智区域范围内已经开放了许多互联网应

用场景，为企业提供更多数字技术应用机会，推动互联网企业

向数字化转型。大创智区域接下来将重点推进一系列公共空间

项目。其中就有在公共绿地上打造的大创智数字公园，将成为

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样板间，集中展现数字健康、数字文旅、数

字商业、数字化设计建造等技术的应用。

年轻人才创新创业更方便

创新，越来越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杨浦区

域内不仅集聚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 30 余家，还有

8000 多家中小型科技企业，科创双创成效显著。

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表示：“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战略机遇优势、高校集聚优势、

空间载体优势、双创品牌优势，推动“创新杨浦”向“创智杨浦”

迈进。

2015 年，在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时，杨浦区就全面跟进，担起“全面建设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的重任。2020 年，杨浦成为全国唯一连续四年被表彰的区域双

创示范基地和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科创中国”试点城区。

杨浦倡导成立的“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被写入国家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纲要，并被推选为首任理事长单位。2021 年，全

国双创周上海分会场在杨浦开幕。在上海，杨浦是唯一一个把

创业写进国民经济发展公报里的区，比如在 2020 年的公报中写

道：“创业就业。帮助成功创业 681 人，带动就业 1913 人。新

增大学生创业企业 564 家。”

为什么互联网赛道创业者都在杨浦扎堆？除了杨浦区打造

的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错位、相对集聚的数字产业特色园区和

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形成了生态链强大吸附力外，高校集聚优

势也可谓得天独厚，给了杨浦创新的天然土壤。

杨浦区域拥有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全国顶级高校在内的 10 所高校，占到了上海高校数量的三分之

一。上海 13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杨浦独占 7 家。此外，杨浦

还拥有 100 多家科研院所、21 家国家和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3 个国家和市级重点实验室。这一切，不仅赋予了杨浦浓厚的

人文与科研氛围，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把纸变成钱”，形

成了“大象起舞，蚂蚁雄兵”的良好产业生态，也为板块产业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杨浦的 10 所高校，集聚了全市约 30% 的硕士生、20% 的

本科生。换言之，杨浦一直有一个 18 岁 -25 岁的青年群体，人

数约是 18 万。杨浦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

为这些年轻大学生破除了“从毕业到创业”的壁垒。

从 2000 年复旦科技园正式挂牌成立起，杨浦区坚持大学校

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 “三区联动”，大学、产业、创新与

城市“三城融合”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同济科技园“设计产业

集群”、复旦科技园“复旦创新走廊”、上理工科技园“先进

制造业产业集群”和财大科技园“财大金融谷”四大产业集群。

“杨浦未来要进一步优化大学科技园功能布局，加快突破

体制机制壁垒，探索区、校、企、社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杨

浦区委书记谢坚钢说，到 2025 年，杨浦区将在全面拓展大学科

技园发展内涵和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全力建设 2-3 家在上海市

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大学科技园示范园，助推

15-20 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孵化 1000 家具有发展

潜力的科技型企业，云集10000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形成1-2

个产值规模达千亿级的创新创业集聚区。

未 来， 将 有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选 择 与 这 片“ 越 来 越

YOUNG”的土地为伴，开启自己的崭新人生。

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全体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