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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姜雪峰持续关注科技创新这一热门话题

科创需要全社会氛围营造
从上一届到这一届，今年已经连续第7年履职的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姜

雪峰始终关注的都是科创话题。去年两会，他提交了一份《关于产业与科学的桥梁机制建立的
建议》的提案，一年来，他发现，上海正在不断孵育着良好的产学研生态环境，而恰如种树，是否
能让树苗健康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全社会来共同“浇灌”。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市政协委员姜雪峰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上海在过去的一
年里，不断地在催生
这种好的孵化生态和
社会氛围，而要优化
这种生态，让上海变
成世界引领型的科创
中心，需要全社会的
不断努力。

——市政协委员姜雪峰

更多企业已具备科创属性

在姜雪峰去年的提案中，提
出三个建议，建议建立对企业

“科创属性”的鼓励机制，建立对
科学研究的产业转化评价机制，
建立两个体系的“翻译”科学体
系。市科委对此回复，提案对新
时期内加快推动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具有很
好的借鉴意义。

姜雪峰也收到了一些数据，
可以看出，上海在持续深化“科
技创新创业团队-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
的科技企业培育链、政策服务
链。

目前，上海有效期内高新技
术企业超过2.2万家。围绕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上海持续推进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认定政策，建立
健全科技成果产业转化评价机
制，并组合项目、人才和职称评
定等政策，鼓励企业可持续创新
与转化，累计认定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近1.6万项，落实专项
资金超百亿元，落户转化人才
3000余人，职称评定过万人，近
80%高转项目实现产业化，超过
28%的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
白。

“这一年里，能看到不少独
角兽企业的诞生。”姜雪峰说。
在由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中国
科学院上海情报所、上海市产业
技术创新促进会等研究发布的
《上海市硬核科技企业 TOP100
榜单》中，可以看到，榜单评价涉
及的1532家硬核科技企业主要
集中在“3+6”产业体系，属于三
大先导产业的企业为59家，属于
六大重点产业企业数量为 96
家，通过主板、科创板等上市的
企业数量占比为52%。上海也在
向市金融局、上交所推荐硬核科
技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在科创板
上市。

通过优化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建立企业需求导向的科技成
果供需对接体系，优化专业技术
转移人才发展环境等，上海正在
探索打通科研院所、高校和企
业、市场等产学研转换的评价通
道、人才培养渠道。

科创之树需要全社会来浇灌

“这一年来，可以看到全市
都在积极地搭建各种

交叉性平台。因为产学研结合
是一个非常复杂、系统的过程，
它需要很多的交叉体系、交叉资
源，才能够持续推进。”在姜雪峰
看来，营造产业与科学的桥梁这
件事，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参与。

科技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就
无法发挥效力；企业没有科技内
核，想升级换代都很难，因为缺
乏本质的原驱动力。姜雪峰表
示，上海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建立
各种让科学家和企业家能够对
话的平台，互相产生理解，站在
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融入，“我们
叫作共创协进，但这不单单是政
府部门的事。”

他表示，产学研的过程是一
种生态，就如同种树。“是不是我
们把树苗拿到了，这棵树就一定
能长好？不一定，因为这是一个
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种下树苗，
要浇水、施肥，要考虑土壤周围
的生态微量元素，要考虑日照，
可能有一个环节不好就能影响
生长。“这是一种进程式的发展，
而不是一个节点，我们推一下就
可以成了的，所以这是一个系统
性的生态工程。”

“坦白说，上海的生活成本
还是不低的，但为何很多海外回
来的年轻人首选会是上海？因
为他们更关注生态，就比如科创
营商环境等。”姜雪峰表示，上海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地在催生
这种好的孵化生态和社会氛围，
而要优化这种生态，让上海变成

世界引领型的科创中心，需要全
社会的不断努力。

“科学可能在不断地前进，
企业和产业也不断地在形成完
善的产业链，这两者之间的结
合，就像血管伸到皮肤和肌肉里
一样，它要慢慢地成长，也需要
全社会的耐心培育。”姜雪峰表
示。

要有兼容并包的容错能力

“有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喊
产学研口号的时候很起劲，但等
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他会说你们
不是做科学的吗？怎么去做产
业了？为什么跟企业家打成了
一片？是不是变浮躁了？也有
的人会对做产业的人质疑，为什
么要给你三年时间，等你去尝试
一个新的科技升级的项目，最后
还有可能失败？”姜雪峰说，所谓
的耐心，有可能就是社会对从事
科创的人的包容错误的能力。

就像培养一个孩子，整个社
会氛围需要有一种容错机制。

“你不要指望他的分数一下就考
到 100 分，你要给他有先考 70
分、80分90分的状态，让他一点
一点成长，从科学原理上来讲，
这才是正常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的。”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科技创
新的创想，又需要大胆接受，而
不是以传统的想法去否定。姜
雪峰说，科学家可以有不同性格

和研究方式。比如有的人更关
注基础研究，可以几十年如一日
地守在校园和实验室中，两耳
不闻窗外事。而要做产学研转
化，要做科创，就必须要去融入
整个产业发展的氛围，去了解
市场，了解产业，不能闷着头做
自己的研究。同样，企业家有
只追求利润的，也有追求技术
创新的，那就必须要容忍风险
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兼容并
包的机制，才能孕育和成长。这
也应该是上海的特质。”姜雪峰
说。当今这个时代和人类发展
到现在这个阶段，很多时候会出
现跨越性思维，而跨越性思维和
跳跃性的发展或是指数级别的
增长，都不再是以往我们所习惯
的循序渐进了。

“循序渐进在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认知中是一个好词，因为循
序渐进就代表着你一步一步很
踏实，但是在创新体系里，它是
跨越式的，就有点像量子隧穿效
应一样。”他表示，这就需要每个
人都转变思想和态度，“当整个
社会能形成这种兼容并包的状
态时，才能产生强大的创新创业
产学研结合的企业，紧密顺畅地
将上书架的东西变成上货架的
东西，把在书本上发表的论文，
变成真正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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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上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展台。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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