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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上海杰事杰新材料公
司董事长杨桂生过得颇为舒心：“老
订单在手，新订单又来，预计节后情
况还会更好。”更让杨桂生乐观的，是
周围环境的悄然转变：“在上海，越来
越多的企业家愿意坐下来谈创新，这
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2015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超
过 900 亿元；新增外资研发中心 15
家，总数达396家，数量稳居全国之
首。

大手笔的创新投入，换来GDP“含
金量”不断提高。2015年上海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3%，达到
5519.5亿元，是5年前的1.9倍；第三
产业比重达67.8%，三产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90%。

面对经济下行，上海的从容淡
定，首先源自于“谋得早”。

2014 年，党中央向上海“交任
务”：“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进军”。此为上海市委“一
号课题”，深入调研，摸清家底，找准

短板，22条指导意见去年5月对外公
布。

其次是“转得快”。尽管稳增长
压力巨大，2015年上海仍淘汰各类
落后产能1236项。在提前1年完成

“十二五”目标的基础上，单位生产总
值能耗再降4%。

再就是“调得实”。2015年上海
在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了
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建成了国家蛋白
质中心等一批科技基础设施。

以创新为引擎，“动能转换”的成

果不断显现：今年年初，上海的北斗
导航初步建成六大应用系统，本土企
业连续中标国家骨干网设备招标，商
业化前景令人振奋。近期召开的上
海“两会”提出，今年上海要建设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

“在投资增速低位运行的情况
下，上海经济仍保持了6.9%的平稳增
长。这说明，只有把发展动力转换到
创新发展上来，才能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肖林说。

做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动能转换”进行时

真正使创新驱动成为主动力
刚过去的一年，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大幕开启，人才、金融和科技成果转化“三箭齐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去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这番讲话，正在成为上海发展最鲜明的航标。在历时一年调研的基础上，上
海立足国家战略，高起点谋划，系统化推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创新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深刻把握。”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通过发展动力的转换，真正使创新驱动成为主
动力，使经济发展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结构更优、更可持续。 据新华社电

“没想到我竟然成为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以后在上海创业更有动力
了。”去年下半年，美籍华人、上海亲
合力生物医药公司总裁刘辰，领取了
编号为001的海外人才工作居留许
可《推荐函》。凭借此函办工作签证
满 3 年后，可申办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以往，只有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的外国专家才有此类待遇。

上海全市上下已形成共识：创新
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上海市委
副书记应勇说，建设全球科创中心，
必须用好人才这个最重要、最宝贵的

资源，让各类人才近者悦、远者慕，使
上海成为天下英才施展才华的舞台。

统计显示，自2015年7月上海人
才新政出台到年底的半年内，上海共
受理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
234人，较之前6个月大幅增加800%。

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而
言，目前企业海外引才中可享受“绿卡”
新政的人群，比以往扩大了约3倍，基本
实现了对核心高端人才的全覆盖。

与此同时，通过在居住证积分、居
住证转办户口和直接落户方面的突
破，一个梯度明晰的国内引才政策体

系在上海逐步成型。针对五类创新创
业人才，上海在严格调控人口之际“大
开绿灯”——从2015年11月新政细
则实施后算起，在上海居住证达到标
准分值并审核通过的有2000多人，申
请缩短居转户年限的超过100人。

引才的同时，上海着力孵化、培
育本土的创新创业之星。目前，上海
全市共有众创空间450余家。全国
首个区域众创空间联盟在沪成立，苏
河汇成为新三板众创空间第一股
……“要让众创空间成为潜在创新人
才的摇篮，以及创新与创业结合的有

效载体。”应勇说。
空间是基础，动力是关键。对于

创新人才，事业激励很重要，物质激
励也不能缺位。让创新人才“名利双
收”，这是上海人才新政的明确指向。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根据人才新
政进行改革，允许不低于70%的转化
收益归属团队。2015年该所共有15
项新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合同金额
超8亿元，达到前5年转化总额。“激
发科研队伍创新热情，就是要让成果
转化收益和科研人员利益紧密捆
绑。”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说。

实现创新驱动是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建设创新生态系统，上海的选择
是“始终以制度创新为首要、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力求重点突破、满盘皆活。

“张江高新区有两类企业特别
多：新药研发和互联网＋。前者创造
价值但不创造产值，后者估值高但产
值不高。解决他们在高新技术企业
评定时的困难，政策还有改进空间。”
近期举行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国际
医学园区集团总经理陆晓炜“犀利”
发问。

决策者对此毫不避讳。“一些采
用新模式、新业态的企业在经营许
可、出口退税、高新技术企业评定和
行业监管等方面，碰到了各种问题。
这说明越是推动创新发展，越要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越要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上海
市市长杨雄表示。

在为创新创业者清除各种人为
的障碍方面，上海不遗余力：去年全
市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354项，试
行集中登记和一址多照登记方式。

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25.4万家，新增
注册资本同比增长67.6%。

前端的“准生”环节放宽了，后端的
“雨露”滋养就要跟上来。去年上海还
发布金融支持科创中心建设20条意
见。支持上交所筹建战略新兴板，上海
股交中心推出科技创新板；支持众创空
间等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开展合
作，创新投融资服务……

在教育、司法、知识产权等诸多
领域，上海的制度环境也正发生“润
物细无声”的变化，共同为科技创新

奏响和弦音。
这些变化，遵循同一个理念：良好

的综合环境，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供给，
有利于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环
境是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持续强
化。”决策者对此已有清晰论断。

“展望十三五，创新发展要落实
到上海的发展战略转换、产业发展方
针、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才政策等各个
方面。”杨雄说，争取到2020年，在上
海形成全球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为
全国的创新发展趟出一条新路。

上海“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中）与浦东陆家嘴高楼群（右）遥相呼应（去年11月26日摄）。 新华社资料图

谋得早、转得快、调得实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坐下来谈创新，这是未来经济发
展的积极因素。”

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 “激发科研队伍创新热情，就是要让成果转化收益和科研人员利益
紧密捆绑。”

清障碍、奏和弦、提供给 “环境是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持续强化。”决策者对此已有清晰
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