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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总把创新摆在首位。2016 年推广至全国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2020 年底，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医

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落地张江——制度上的持续

创新，让创新药在张江源源不绝。

如今的张江，不再满足于“药谷”或“硅谷”的名号，要

把 2014 年提出的“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

进行到底。

以 2019 年成立的张江人工智能岛为例，这座占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的“岛屿”如今已集聚了超过 100 家企业，7000 多名

研发人员，拥有 30 多个智慧未来的应用场景，每年可贡献 10

亿元税收。这里也是我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核心

区、国内首个“5G+AI”全场景商用示范园区。

张江人工智能岛“开岛”不久，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

验室（以下简称“微软实验室”）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微软实验室收到了来自医药、制造、

零售、城市、金融等各个行业近千家大中小企业及合作伙伴的

入驻申请，从中遴选出近 160 家优质企业，为他们提供基于微

软最新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技术支持，包括提供硬件及软件

资源、微软 Azure 云服务资源，帮助企业连接微软生态系统，

并与大中小产业资源实现联动等。与此同时，微软实验室还通

过商业赋能，助力近 20 家企业进入微软生态；通过投资赋能，

42 家企业获得融资。

据悉，2018 年以来，张江科学城共推进三轮“五个一批”

重点项目 257 个，总投资约 3800 亿元。而创新的心脏，一直在

张江的内部有节奏地跳动着。

法治保障，系统性激活新动力

朱芝松指出，浦东正朝着四个方面发力，其中之一就是“从

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拓展”。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

重在边境上监管措施的精简便利，而制度型开放主要是公平竞

争、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权益保护等边境后的国内制度改革。

“浦东要率先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和制度优

势。”

制度优势的一大亮点就是法制改革，这也是引领区系统集

成改革的亮点，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破”结合，适应

改革的迫切需要。据统计，过去一年间，12 部浦东新区法规和

8 部管理措施陆续出台，填补了各类“立法真空”，为引领区

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以及探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提供法治保

障。

2021 年 10 月 1 日，以浦东新区命名的第一部法规《上海

市浦东新区深化“一业一证”改革规定》正式施行，这在上海

的地方立法史上、在浦东的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

意义。

其实，早在 2019 年 7 月，浦东就在全国率先探索“一业一

证”改革，在“证照分离”改革基础上，将企业需要办理的多

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2020 年 11 月，国务院

批复支持浦东开展“一业一证”改革，将浦东的自主改革上升

为国家级改革试点。

据悉，“一业一证”改革，受益面广，涉及超市、便利店、

药店等 31 个行业，累计发放行业综合许可证 3000 多张。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一业一证”

改革规定》立法成效评估的报告显示，《“一业一证”改革规定》

紧紧围绕“放管服”进行制度设计，在深化制度创新、破解机

制障碍、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已经发挥出积极的改革效应。

“一业一证”改革后，浦东的市场准入便利化显著提升。

比如，开办便利店，办理时限从 95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

日，较法定时限减少 95%；申请材料从 53 份压缩到 10 份，压

减 81%；填表要素从 313 项压缩到 98 项，压减 69%，办证效

率大幅提升。

除了“一业一证”，浦东建设引领区创建以来陆续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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