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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科委、嘉定区政府
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签订了三
方协议，创新持续稳定的支持机制。
根据“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建设方案”的总体规划部署，上海微
技术工业研究院将深入研究探索“分
类管理、一台一策”的管理、考核、评
价模式，作为新型研发组织，围绕上
海整个产业环境，聚焦“开放协同、价
值引领、高水平与一流管理”，探索平
台治理结构，以及可持续运行与绩效
评估相结合的有效管理机制。

根据上海科技创新“十三五”规
划，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为工作主线，突出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任务导向，布局营造创新
生态、夯实科技基础、打造发展新动
能、应对民生新需求等四大领域16
个主题58项科技创新任务，并提出
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强化创新治

理理念，遵循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
从政府科技管理、科技创新政策、科
技财政投入、科研院所改革等方面提
出重大改革举措，在R&D投入强度、
发明专利等原有指标基础上制定了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新设立企业占比
等一批新的科技创新统计指标。

面向产业重大需求，持续提升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上海布局研发与转
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编制形成总体建
设方案，明确了建设目标、原则和“5+
1”布局。先期推动上海微技术工业
研究院、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国家
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石墨烯产业技术
功能型平台、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
究院、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等挂
牌成立和运行建设。

持续推动重大产业创新布局、突
破和示范应用。继续承接和推进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布局和推进航
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高端医疗影像
设备、高端芯片、新型显示等一批重
大战略项目和基础工程，建立与市产
业部门的“5+5”联动机制。推动了燃
料电池汽车、高温超导、再生能源、海
洋科技、环境生态、城市建设管理与
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科技成果集成应
用示范，发布崇明生态岛“十三五”规
划及第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筹建
绿色技术银行。

加快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全面
实施新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行动计划
（2014-2017），完成上海生物医药科技
产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试点实
施抗体药物委托生产和相关支持政策，
推进上海张江委托生产基地建设，启动
国家新药审批上海分中心建设，勃林格
殷格翰公司率先与百济神州、再鼎医药
合作试点生物制药合同生产模式。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

用肥沃土壤激发青年“双创”热情

近年来，上海科技创新
工作全面谋划和部署落实

“四梁八柱”各项任务，着力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
育良好创新生态，全面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
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
架提供了有力支持。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加强原始创新
建设张江科学中心

干细胞研究作为重大战略项目，
已写进科创“22条”意见。2009年成
立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上海斯丹赛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定位于成为
全球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及再生医
学领域的领导者。

该公司于 2012 年获批上海市
“高新技术企业”，并成功立项上海市
科委“基础研究重大重点项目”等多
个项目。公司在细胞治疗技术和细
胞基因定点修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成为全球CAR-T细胞治
疗晚期肿瘤领域的四家领军企业之
一，项目已进入产业化阶段，现团队
正在筹建全球最先进的GMP细胞治
疗设施，正在与中东伊朗、东亚韩国
等国家和我国台湾等地区洽谈技术
转移事项。

青年报记者获悉，上海将以张
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重
点，着力加强原始创新布局，加快
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继国家批复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建设方案后，科学中心理事会
获批成立。推动超强超短激光装
置、活细胞结构与成像平台、软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上海光
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落户上海和开工建设，李政道研究
所挂牌成立。

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
养。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和战略必争
领域，布局和实施脑科学、人类表型
组、量子通信、材料基因组等一批面
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
究项目，涌现出了多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成果。

针对创新人才成长和创新的需
求，放开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
划、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浦江创新人才
等计划申请的职称限制；面向企业创
新服务人才需求，在启明星计划中新
设C类计划，促进人才双向流动；加
大人才专项资助力度。

从一名来自八朝古都开封的河
南大学自动化系毕业生，变身成为张
江创业公司CEO，钱永强只不过用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而他的创新创业
团队，更是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
左右的年轻团队。

钱永强创业的项目是负责“跑腿
搬运”的木蚁机器人，他的理想是研
发出一批成熟的“无人化自主智能移
动机器人”，可以 24 小时服务于人
类，从而缩减人力资源成本。在张江
多个孵化器项目的扶持下，眼下木蚁
机器人已进入了“第三代”，从自主移
动升级为可以人机交互和智能学
习。去年11月，这个项目成功入围
张江895创业营，这个孵化器是针对
种子期项目及初创期项目，以项目提
升、资本对接为目标。

“我大学毕业后来沪先是在其他
机器人公司任职，最终决定自己创
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这
位“80后”创业者告诉青年报记者，

“对创业者来说，身处的土壤是不是
肥沃太重要了，而上海通过各种不同
的渠道，让孵化项目和各种资源对
接，使之充分互动。”

培育良好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上海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依靠社会力量发展众创空间，上
海在国内率先取消孵化器认定审批事
项，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孵化器和提升
能级，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新创业
综合服务。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开
展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创业首
站”计划，而上海创新创业大赛亦将

“升级”为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投入

体系，上海积极试点科技创新券，进
一步扩大高企认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等政策受益面，优化科技小巨人企
业评估方法，深化 3+X 科技信贷服
务，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配合
和支持各区创新发展，推动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

示范区“三区联动”，配合和支持全市
各区构建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创新
创业服务体系，加快转型升级发展。
构建国际国内开放合作网络，深化长
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科技对口支援，
实施一批区域资源共享、科技联合攻
关和技术转移项目。积极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与多个国家、
区域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投资
项目落地。

深入推进科技管理改革，创新型体
制机制持续优化。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的直接领导和协调支持下开展专题调
研，形成“3+4”政策建议，着力破解体
制机制障碍，切实落实科技成果处置、
使用和收益权下放。开展科技成果转
化地方立法工作，起草《上海市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并提交市人大
审议。优化科技计划管理和经费管理，
积极争取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加强财政科技投入的统筹联动管
理，增强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

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创新治理理念

培育良好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上海正加快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