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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取得初步进
展，先行先试改革纵深推进。上海已
成功争取成为国家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试点地区，已选择3组试点
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全国首先实
施药品生产CMO模式。

5家全国性银行以及浦发硅谷银
行、上海银行、华瑞银行等3家本地银
行获准在沪开展国家投贷联动试点。
筹建以服务科技创新为主的民营张江
银行。修订《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办法》，发布
《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工
作指引》，推动股权奖励递延纳税政策
落地。围绕创新功能性平台建设，探
索建立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
的非营利性新型产业技术研发组织。

政府管理创新不断深化，着力优
化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模式，企业
创新创业活动的便利性进一步提
高。重点围绕投资、创新创业、生产
经营，高技术服务等领域，分5批累

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等事项368
项。选择116项行政审批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试点。今年4月1日试点
以来受理约8000余件业务。

鼓励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环境
不断优化。普惠性财税政策的激励
效应明显发挥，企业主体对创新投入
的热情日渐高涨。继续落实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2015年落实上年度
加计扣除额335亿元，同比增长15%，
受惠企业5852家，比上年增长20%。

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等事项368项

全球首个“超级”
孵化器在杨浦诞生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市
人社局、杨浦区政府、全球华人创业俱
乐部（简称华创俱乐部）等举办，上海
市就业促进中心和杨浦区科委支持的

“海纳百创·2016创业服务盛典”在杨
浦区举办。上海市科技党委秘书长谢
文澜、杨浦区副区长谈兵为全球首个

“超级”孵化器——华创创服园揭牌。
据了解，全球首个“超级”孵化器

华创创服园坐落于杨浦区国定东路
200号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
地裙楼三楼。提供的服务包括线上
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上指的是中国众
创联盟官网，线下指的是实训基地的
极佳的孵化环境。

杨浦区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华
创创服园致力于打造创业服务组织
集聚区，孵化提升创业服务组织的服
务能力，以便更好的服务创业者。通
过创业服务组织的集聚，带来创业资
源的集聚；通过创业资源的集聚带来
创业人才的集聚；通过创业人才的集
聚，带来产业的集聚。“创业者的需求
和反馈对创业服务组织的业务能力
提升也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华创创服园给创业服务组织提
供各项的服务和支持，基本都是免
费。”全球华人创业俱乐部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创服园的目标是孵化和支
持创业服务组织，给创业者更好的服
务和支持，所以创业服务组织对创业
者的服务能力将成为能否申请进入
华创创服园的重要参考。所有入驻
的企业，都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业
务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创业者。

离境退税一周年
关区退税额超千万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傍晚时
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国
际出发大厅，台胞杨先生带着退税申
请单、购物发票和未开封的商品来到
上海海关离境退税验核窗口。不到5
分钟，现场关员验核退税单、发票与物
品一致后，在退税申请单上签章。杨
先生凭着申请单办妥后续手续，顺利
拿到了400多元的退税后登机离沪。

像杨先生这样的旅客，能够获得
购物离境退税，得益于去年7月起实
施试点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
策。2015年7月1日，“境外旅客购物
离境退税”率先在上海、北京启动实
施，并于今年1月1日起扩大至天津、
辽宁等6省市。试点一年来，上海关
区已累计办理相关离境退税业务
6000余票，涉及退税物品完税价格近
亿元，申请退税金额已超千万。

为了保证离境退税的顺利实施，
上海海关通过悬挂办理标识、推送“上
海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示意图”微信贴
等方式，方便旅客了解退税条件。同
时，挑选具有多语种技能的关员为旅
客提供海关验核、咨询应答等服务。
海关提醒，境外旅客应在购物后，向
商家索取“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
请单”和销售发票，并在离境时主动
持退税物品、退税单、销售发票和本
人进出境身份证件向海关申报。

今年2月1日，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正式批复了《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张江地区成为国
内首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4月12
日，国务院批复印发了《上海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本市
成为首个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上海多项重大创新改革试点走
在全国最前列，创新投入保持较快增
长。201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

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3.7%；企业研发
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重达
64.5%。科技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18.5万元/人，位居全国前列。国内
外研发机构加快集聚，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达到44家；外资研发中心达到
401 家。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
2015年各类技术交易合同金额达到
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2015年增加

值占全市生产总值15%，“四新”经济
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
集聚区。张江、紫竹、杨浦、漕河泾、
嘉定、临港等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不同
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优势，初步形成
特色、错位发展。2015年张江自主
创新示范区营业总收入3.6万亿元，
出口创汇 643.7 亿美元，实缴税费
2431.5亿元，净利润2013.2亿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6.6%、7.2%、7%和9.3%。

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8.5万元/人

建立“2+X”工作机制 举全市之力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张江科学城初步规划基本形成
建立“2+X”工作推进机制，举全市之力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格局。上海建立了

由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推进组和人才发展推进组，明确了2016年本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11
个重点专项、70项重点工作。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上海开展重大科技创新布局，加
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探
索建立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运
行管理新机制。在国家层面组建张
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国家
已初步认可支持。高水平规划和深
入推进张江科学城建设。研究调整
张江地区的核心功能和空间布局，已
基本形成张江科学城规划初步方案。

新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
上海，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群初现雏形。光源二期可研获批，超
强超短激光装置、活细胞成像平台、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等3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分别获国家发
改委各1亿元资金支持；预计再用2
至3年时间可建成具有世界领先水
平、最为集聚的光子科学大设施群。

同济大学在与中科院竞争中胜出成
为海底长期科学观测网牵头建设单
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
创新资源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加快集聚。

整合各类科技资源、盘活存量，
上海进一步提高了本市大型科学仪
器设施共享服务的开放范围和共享
力度。全市已有 430 家管理单位
5640台套、价值76.79亿元的仪器加
盟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共享服务。

部分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逐
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像上海集成
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已完全掌握
自主知识产权的28纳米关键工艺，在
建14/10纳米先导线，一年来为我国5
家芯片制造和设计企业、15家设备和

材料企业提供了先进技术转移和评
价服务。2015年底新启动建设上海
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团队已达 112
人，形成了较为集聚的先进研发力量。

此外，上海重大产业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重点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持
续提升，为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
大驱动力。筹备实施华力微电子二
期、中芯国际新生产线、和辉光电二
期等重大产业项目，有望快速提升集
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产业的规模和能
级。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上
海市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基金等重大
产业投资基金陆续组建，为重大项目
布局提供投资保障。28纳米CPU、22
纳米刻蚀机、ARJ-21支线飞机、AMO-
LED显示屏等一大批重大产业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并实现产业化。

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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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青年在工作。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