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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据悉，外资是上海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4万家在沪外资企业，
贡献了上海GDP增加值的27%、税收
总额的34%、进出口总额的66%和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53%。特
别是落户上海的400多家外资研发
中心，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拥有独
特优势，具有重要地位。

截至今年8月，落户上海的外资
研发中心累计达416家，占内地总数
的1/4，居全国首位，其中有20家外
资研发中心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
培养了超过4万名的中方研发人员，

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占52%。
外资研发中心创新成效显著，

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市比重
超过 50%，近年来更是呈现“在上
海，为全球”、“上海创造、全球制
造”的发展趋势，一批创新产品从
上海走向世界。比如，美敦力中国
研发中心成立 5 年来，已经成功研
发上市了 22 个产品，其中 17 个产
品主要销售到海外市场，海外销售
额占比达到70%。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合作、
共享、开放、协同为宗旨，搭建开放

式创新平台，不仅有效带动本地企
业参与研发合作，还与国内研究机
构组建国际联合实验室，带动本土
科研院所深入参与国际创新交流合
作，进一步密切了上海与全球创新
网络的联系。比如，巴斯夫投入一
亿元人民币成立了中德研究发展基
金，与上海高校和企业共同建立国
际化合作研发网络。

市商务委副主任杨朝、市发展改
革委副巡视员裘文进、市科委总工程
师傅国庆、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季晓
烨出席发布会，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上海出台16条措施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科创中心建设

鼓励研发成果在本地转移转化

互联网支教
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主
题为“赋能支教与模式创新”的第二
届互联网支教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
开。这是继2016年首届互联网支教
研讨会“解放教育孤岛”破题互联网
支教后的一次深入交流。来自公益
界、教育界、企业业界、金融界的爱心
人士围绕如何通过多元、创新的方式
为互联网支教赋能展开了讨论。

论坛上，有教无类共同发起人沈
华介绍说，2016年“有教无类”通过U
来公益共支持了江西11所学校300
多名儿童、12名教师，为孩子们提供
了短缺师资、为教师们提供了进修和
交流机会。2017年他们通过腾讯99
公益顺利实现了新的募捐目标，两年
预计可以支持60所这样的山区学校。

沈华认为，全国目前由于师资力
量的结构性缺乏的山区学校超过9万
所，因为通行距离与条件所限，这些年
幼山区的小孩很难集中到教育资源
更好的中心小学就学，而一定地理范
围内充足的师资资源，也由于客观条
件，很难补充到这些交通困难的山区
学校，传统的走教式支教也很难克服
这些客观条件的约束。此时互联网
支教一定程度地弥补了这一不足，突
破地理距离的约束，可以实现全国和
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欧洲最大应用
科研机构落沪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欧洲最大应
用科研机构将落户上海！德国弗劳
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下属弗劳
恩霍夫制造工程与自动化研究所
（IPA研究所）近日与上海交大和临港
管委会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依托
各自优势在临港合作建设弗劳恩霍
夫智能制造项目中心。

据悉，该中心目标功能为：为中
国企业、新兴行业的中小企业、中德
合资企业、在华德资企业、提供“工业
4.0”和智能制造共性技术服务；为中
德两国高校提供成果转化的平台；成
为智能制造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成为中德两国政府的咨询智库。

除了在技术发展和产业服务，该
中心还将承担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与
培训功能，即中德科研人员短期交流
互访、中德研究生合作培养、人员技
术管理培训、企业战略顾问咨询和政
府智库等，形成涵盖教师、学生、工程
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政府职
能人员的多方位、多层次人才教育培
训体系，为智能制造系统的政策制
定、技术研发直至工程应用的整个建
设发展过程，提供全方位、源源不断
的人才支持。

该中心围绕智能制造和“工业
4.0”前沿技术开展深入合作研究，有
望成为弗劳恩霍夫协会在中国首个
官方合作的项目中心和其第10个海
外项目中心。弗劳恩霍夫协会是欧
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
1949 年。该协会旗下设 69 个研究
所，研究领域涵盖制造技术、通信技
术、纳米科学、电子信息、环境健康等
多个前沿科学领域。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介绍了新出台的《上海市关于进
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若干意
见》提出了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科创中心建设的16条措施。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若干意见》着眼于增强在沪外
资研发中心的竞争力和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提出了五方面的政策举措：
支持高能级研发中心在沪发展，特别
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处于最高层级、具
有全球配置研发资源功能的全球研
发中心；鼓励研发新模式，支持跨国
公司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激发本地
创新资源，带动本地企业的研发和创
新；提升研发样品跨境流动的便利
性，通过优先报检、提升信用分类管
理等级等方式，简化研发样本样品、
试剂的进口手续，提升研发效率；鼓
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重大项目研发，
支持外资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参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大研发项目；
鼓励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成果在本
地转移转化，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支持
外资研发中心研发成果在本市进行
产业化。

知识产权保护是跨国公司持续
关注的问题，《若干意见》聚焦进一步
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出了三方面的

政策举措：促进知识产权落地，更好
保护外资研发中心的创新成果，加大
了对外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落地的
支持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如：开展集专利审查、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
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知识产
权保护模式，健全知识产权信用管理
等；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级，加大国
际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引进力
度，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知
识产权服务；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全球知识产权
检索功能等。

围绕让更多外籍人才来得了、待
得住、用得好、流得动，《若干意见》提
出了三方面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便利
外籍人才办理工作许可，简化手续，
允许外资研发中心聘雇的外籍研发
人员直接申请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
手续；优化流程，采用“告知+承诺”、

“容缺受理”等方式，为外籍人才办理

工作许可提供便利；进一步便利外籍
人才出入境，放宽外籍人才多次往返
签证有效期限，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人
才，签发长期（5年至10年）多次往返
签证；进一步优化外籍人才生活环
境，支持各区开展外籍高层次人才服
务“一卡通”试点，建立安居保障、子
女入学和医疗保健服务通道。

此外，《若干意见》聚焦创造更好
的研发环境，在加强政府服务方面提
出四方面政策举措：加强研发公共服
务，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本市研发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便利外资研发中
心申请使用大科学设施；支持外资研
发中心参与政府计划项目，吸收外资
研发中心的科技人员参加政府计划
项目专家库，参与政府计划项目方向
的研究；完善政府服务机制，畅通政
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建立多渠道、
多形式的外资研发中心服务机制；发
挥各区的积极性，鼓励各区出台支持
外资研发中心参与科创中心的政策
措施。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科创中心建设

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416家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才落户上海，张江老外用中文朗诵来表达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 青年报资料图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