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五年50项全国重大科学进展上海参与11项

研发投入占GDP比例4%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重要指示。五年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经过搭框架、打基础，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6项重大科技成果，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和大飞机，上海都做出了重

要贡献。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方面，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全面建设。2017年，超强超短激光装置

实现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2018年，诞生国际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国际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

核细胞。2014—2018年50项全国重大科学进展中，上海参与了11项。

●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方面，大飞机C919飞上蓝天，集成电路先进封装刻蚀机等战略产品销往海外，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填补

国内空白，产业创新影响力越来越大。

●目前，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达 4%，比五年前提升 0.35 个百分点。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7.5 件，比

五年前翻了一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始终处在全国前两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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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一年一
度的浦江创新论坛将于 5 月 24
日-26日在上海举行。青年报记
者昨天从浦江创新论坛上海媒
体通气会上获悉，今年浦江论坛
将更加突出青年力量，着力构建
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邀请具
有全球视野和影响力的青年英
才，分享他们的成果与思考，共
同探讨如何在未来创造更多可
能性。

据悉，本次论坛以“科技创
新新愿景新未来”为主题，将与
国内外嘉宾深入探讨未来科技
领域的发展趋势，研判科技创新
对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
影响及对策，描绘全球科技创新
的新愿景、新未来。

本届论坛的主宾国为新加
坡，主宾省为河北省。新加坡副
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王瑞杰和河
北省副省长徐建培将分别率团
出席论坛。

论坛主要内容由“1+4+11”
组成，即1场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4场特别论坛，11场专题论坛。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科
技馆举行的科技创新青年造就
者圆桌峰会，将以“洞见未来
——最值得关注的N个领域”为
主题，重点邀请具有全球视野和
影响力的青年科学家与科技创
业者，互动探讨蕴含最先进科技
元素，更与人类命运与福祉息息
相关的N个领域，探索与洞见预
示着未来社会进步的下一方
向。同时，还组织了一场闭门座
谈会，听取青年科学家对我国新
一轮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意
见建议。

国际高水平科研机构研讨会
将以“塑造创新策源力”为主题，
邀请来自德国、新加坡和国内有
代表性的部分高水平研究机构负
责人，就塑造创新策源能力的先
进经验、提升创新策源能力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搭建全球创新合
作网络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主宾国论坛将以“研究与创
新伙伴关系——中国与新加坡
视角”为主题，重点围绕可持续
环境技术、医疗健康科学等领域
开展对话。新方组织了由科研
机构、金融投资机构、创新创业
企业等组成的近170人代表团参
会。中新双方还将共同主办“中
新之夜”欢迎晚会，共促双方科
技、文化的合作与交融。

“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设
专题研讨会将以“打造‘一带一
路’创新共同体”为主题，邀请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十多个国家
的相关智库、政府官员、专家和
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重点围绕如
何深化创新合作政策的对接，如
何加快创新要素的相互融通等
议题开展研讨与交流。

专题论坛主要包括3场产业
论坛、3场未来（科学）论坛和区域
（城市）论坛、创业者论坛、政策论
坛、文化论坛、科技金融论坛。

截至目前，本届论坛应邀发
言嘉宾共计近150人，来自于23
个国家和地区，为论坛创办以来
国别数最多的一次。其中，科学
家和学者约占46%，企业家约占
39%，政府官员约占15%，外籍嘉
宾约占三分之一。

浦江创新论坛
5月24日-26日
在沪举行

着力提升上海科创中心策
源能力：系统布局张江实验室等
高水平创新基地，先后挂牌成立
张江实验室和上海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中心，形成张江国家实验室
建设方案，启动建设李政道研究
所、张江药物实验室、复旦张江国
际创新中心、上海交大张江科学
园等高水平创新机构和平台。主
动参与微纳电子、量子信息、海洋
等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

全力打造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群。在光子领域，硬X射
线、软X射线、超强超短激光等设
施全面建设，硬X射线装置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单体投资额最大
的科技基础设施。在生命科学、
海洋、能源等领域，先后启动蛋
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施等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上海建成
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已达14个，设施数量、投资金
额等均领先全国。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
子领域持续发力：全力打造集成
电路创新高地。设计领域，部分
企业研发能力已达7纳米，紫光
展锐手机基带芯片市场份额位
居世界第三。制造领域，中芯国
际、华虹集团年销售额在国内位
居前两位，28纳米先进工艺已量
产，14纳米工艺研发基本完成。
装备材料领域，中微、上微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刻蚀机、光刻机
等战略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2018年上海集成电
路产业销售规模达 1450 亿元，

占全国的1/5。
加快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

发与应用。出台《关于本市推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
见》。成立交大“上海人工智能
研究院”、同济“上海自主智能无
人系统科学中心”。微软、亚马
逊、SAP等国际知名企业在沪设
立研究院，华为、腾讯、阿里、百
度、京东等国内龙头企业在沪设
立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成功举
办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制
度供给：国家授权上海先行先试
的领域。2016年国务院授权上
海先行先试的10项改革举措，目
前已基本落地。在海外人才永久
居住便利服务制度、天使投资税
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改革举措。在国务院批复的两
批36条可复制推广举措中，有9
条为上海经验，占总数的1/4。

推进科技体制地方配套改
革。发布超过70个地方配套政
策，涉及170多项改革举措。今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
策 源 能 力 的 意 见》（科 改“25
条”）。此外，率先探索优化科创中
心建设管理体制，成立“四合一”的
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办公室。

建设上海科创中心多层次
功能承载区：提升张江科学城集
中度和显示度。发布《张江科学
城建设规划》，首轮涉及“五个一
批”73个项目已全面开工，32个
项目已完工。同时，谋划推动张

江实验室总部研发大楼、绿谷全
球糖类科学研发中心等约80个
新一轮重点项目规划建设。张
江科学城正朝着“科学特征明
显、科技要素集聚、环境人文生
态、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一流
科学城加快迈进。

稳步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
新。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发布三年行动方案和重点攻
关计划。发挥“长三角大仪网”功
能，整合区域4.5万多台、总价值
超过519亿元大型科学仪器。探
索推进“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区
域通用通兑。截至2018年底，上
海向江苏、浙江、安徽输出技术超
过3300项，成交金额173亿元。

构建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服务网络：加快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体系建设。先后启动建设
微工院、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
16家功能型平台。做大做强复
旦、交大、同济等大学科技园。
支持社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发展壮大，涌现出宇墨、云孵、迈
科技等高水平专业服务机构。

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
金融财税政策。推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不断完善科技金融产
品，2018年新增科技金融服务企
业648家，新增金额41.26亿元，
累计为3530家科技中小企业发
放银行信贷 178.9 亿元。2018
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
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共落
实减免税额334亿元，同比增长
26.4%，覆盖企业16734家次。

加大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力度。设立中国（浦东）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研究推动在沪设
立 WIPO 仲裁与调解分支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
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开
始运行。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
心于2017年实现试运行，2018
年全年挂牌项目3200余宗，成交
金额超过2.18亿元。

在西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准备进入水中。新华社资料图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副市长吴清介绍了上海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五年
以来的主要进展。多个部门相关负责人
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下一步，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

重大任务，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更大功夫，着力踢好成果转

化的“临门一脚”，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强化顶

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形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上海方

案”。全力推进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争取张江国家实验室早

日获批。完善“科创板”为引领的科技金融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加快提升张江科学城集中度和显示度，推动长三角区域

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优化完善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体制机制保障。

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