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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中心建设”重塑上海城市品格
这是摆放在上海这座城市面前的一张

时间表： 2020 年前 ， 要形成科技创新中

心基本框架体系 ； 2030 年 ， 要着力形成

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 走出一条

具有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 上海特点的创

新驱动发展新路。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 新 中

心，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殷殷重

托 ， 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大势的战略决

断， 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

要求。 聚焦这一国家战略， 上海勇当 “排
头兵” “先行者”， 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

方面走在全国前头、 走到世界前列。
这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 三

年多来，掐着这张时间表，一种时不我待的

使命感在申城上下加速蔓延， 一张具有集

中度和显示度的“成绩单”正徐徐展开———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置、软 X 射线自由电

子激光用户装置、 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

平台等一批大科学项目装置启动建设；李

政道研究所、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量
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等一

批顶尖创新机构和平台正在张江汇聚……
“国之重器”聚拢，创新引擎澎湃，各类

人才近悦远来———向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迈进，当下的上海，正步入加速前

进、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对这座立志改变世

界创新版图的城市来说，“科创” 正在重塑

城市品格，并将成为它最鲜明的特征。

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令人赞叹的“上海速度”

置身浦东张江，处处弥漫着创新的气

息 ：大学 、科研院所与大科学装置高度集

聚 ，探索前沿的基础研究 ，在这里一一开

启。 在今年7 月中旬举行的市委全会上 ，
市委书记韩正指出 ，要举全市之力 、集全

球资源，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迅速提高集中度和显示度。
科创中心建设从蓝图走向现实， 关键

在于顶层设计， 而抓手则是 “四梁八柱”。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表示 ， 科创中心

“四梁八柱 ”， 好比一座坚实稳固的金字

塔。 自上而下层层解剖， 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高居塔尖， 它既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基础平台， 也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关

键举措和核心任务。
自去年 2 月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获批建设以来， 一批顶级大科学装置实

现了当年立项、 当年开工的目标， 展现出令

人赞叹的 “上海速度”。
据最新进展， 上海光源二期工程第一

条完工的线站预计在明年年底出光； 第四

代光源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在

调束并开始建设用户装置和线站； 去年年

底开工的上海光源二期扩容工程， 将再建

16 条光束线。 再加上已列入国家 “十三

五” 规划优先启动项目的硬 X 射线自由

电子激光装置， 不久的将来， 张江将成为

全球规模最大、 种类最全、 综合能力最强

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之一。
事实上， 即便不算这些正处于建设或

升级阶段的大科学项目 ， 张江已经成为

世界上大科学装置密度最高的地区。
超强超短激光装置项目负责人、中科

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冷雨欣说 ， 比建造

“世 界 第 一 ”的 装 置 更 重 要 的 ，是 让 更 多

优秀科学家利用装置 ， 做最前沿的原创

性研究。
至今已运行八年的上海光源， 截至去

年年底，共接待用户 3.2 万多人次，发表论

文 3200 多篇。利用上海光源生物大分子晶

体学线站，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研究

组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

白 GLUT1 的三维晶体结构，初步揭示其工

作机制和致病机理。围绕大科学装置，一种

冲击世界前沿的创新生态正在形成。

打造高端产业新动能
创新“高光时刻”频现

本 月10日 ， 我 国 首 条 、 全 球 领 先 、
兼 容 CMOS （ 互 补 金 属 氧 化 物 半 导 体 ）
的8英 寸 “超 越 摩 尔 ” 研 发 中 试 线 ， 在

上 海 投 入 运 营 。 依 托 这 条 中 试 线 ， 上

海 将 打 造 中 国 完 整 的 “超 越 摩 尔 ” 产

业 链 ， 引 领 全 球 “超 越 摩 尔 ” 技 术 和

物 联 网 创 新 应 用 快 速 发 展 。 这 意 味 着 ，
在 万 物 互 联 的 智 能 化 时 代 ， 我 们 可 以

不 再 “死 磕 ” 摩 尔 定 律 ， 不 必 跟 在 少

数 企 业 后 面 “较 劲 ” ， 转 而 在 传 感 器 等

其 他 新 兴 技 术 领 域 实 现 “弯 道 超 车 ”。
不难发现， 像这样与创新相连的 “高

光时刻”， 正在上海不断闪现。 伴随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 ， 越来越多的

“0” 已经或正在实现 “从0到1” 的飞跃。
在一些科技领域， 上海已跻身世界前列，
某些领域正由 “跟跑者” 变为 “并跑者”，
甚至是 “领跑者”。

对标全球， 抢占科技制高点， 上海正

瞄准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 智能制造等高

技术行业持续发力， 力争在一些产业核心

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同时， 着力搭建研

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不断打造高端产业

新动能。
目前， 世界五百强中最大的十家制药

公司， 其中八家已在张江建立研发中心，
不少大型跨国企业也都加大了在张江的研

发布局。 数据显示， 国家新药研发机构有

30%来自张江， 国家每年用于新药开发总

预算的30%投入张江， 全国一类创新药物

有30%产自张江。
在 “上海超导”，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 “千米级 ” 二代高温超 导 研 制 成

功 ， 标志着我国已打破国外垄断 ， 掌握

了高性能 “千米级 ” 二代高温超导带材

的核心生产技术 ， 填补了中国高端生产

装备在该领域的空白 ； 在振 华 重 工， 自

主建造的1.2万吨单臂起重船 “振华30号”
命名交付， 其以单臂架1.2万吨吊重能力

和7000吨360°全 回 旋 吊 重 能 力 位 居 世 界

第一 ； 在上海联影 ， 自主研发的高端医

疗设备 “联影96环PET-CT” 首次打入日

本市场 ， “中国智造 ” 出口海 外 …… 捷

报 频 传 的 背 后 ， 折 射 的 正 是 科 创 能 力

提 升 对 城 市 经 济 转 型 发 展 的 巨 大 推 动

作 用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展望下一个五年

的目标愿景： 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20%以上； 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比例4%

以上；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

比例40%以上。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高层次人才近悦远来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 创新驱动实质上

是人才驱动。 能否聚集全球一流的科技人

才， 让更多高层次人才近悦远来， 是检验

科创中心建设的试金石。
作为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2013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罗斯

曼目前主持的一项主要工作， 是带领团队

参与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大科学项目的

建设。 上海科技大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教

授告诉记者， 活细胞成像是一个非常前沿

和极具挑战的领域， 放眼全球， 能够组织

和 领 导 这 一 项 目 的 大 科 学 家 屈 指 可 数 ，
“我们希望让最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做成功

的人， 在这里潜心做事。”
按照 “来得了、 待得住、 用得好、 流

得动” 的总体要求， 站在国家战略和全球

竞争的高度， 上海发布的人才 “30条” 政

策， 紧紧围绕最难突破、 也最关键的人才

体制机制问题， 从 “放” 和 “破” 上下功

夫， 不断完善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的

政策体系。 据悉， 2015年至2016年， 上海

先行先试降低永久居留证申办条件、 简化

出入境和居留手续、 外国留学生直接就业

等22项政策。
为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 加速

“纸变钱”， 人才 “30条” 还明确， 高校、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扣除其处置

过程中的直接费用后， 其净收入的70%或

以上可用于奖励个人和团队。
聚焦精准引才， 今年上海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启动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

建设， 从全球近3000万名专家学者、 69个

专业领域中， 筛选出10万名高层次科技专

家， 包括3.6万名国际专家、 1.3万名华裔

专家和近5万名国内专家。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主任谭瑞琮介

绍， 平台将通过对热门重点领域人才数据

的深入挖掘， 建立重点领域人才清单。 比

如， 聚焦人工智能、 纳米材料、 量子信息

等领域， 平台可以结合论文关键词和作者

合作网络等信息， 构建重大科技领域的人

才榜单 ， 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构建产业

链、 组建产业联盟提供基础人才的信息支

撑服务。

2016年 3月 5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参 加 全 国 人 大 会
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创 新 发 展 理 念 首 要 的 是 创
新 。 建 设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 是 上 海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的
重 要 载 体 。 要 抓 住 时 机 ，
瞄 准 世 界 科 技 前 沿 ， 全 面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017年3月5日， 在参加
全 国 人 大 会 议 上 海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以 全 球 视 野 、国 际 标
准 提 升 科 学 中 心 集 中 度 和
显示度，在基础科技领域作
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2015年3月5日 ，全国人
大 会 议 上 海 代 表 团 审 议 现
场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
加 积 极 的 创 新 人 才 引 进 政
策，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
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
的领军人才。

“双轮驱动”加速提升科创“四力”
杜德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希望上海始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5年
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
见》， 明确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目标任
务，开启了全面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伟大
征程。

三年多来，上海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
创新“双轮驱动”、城市创新与区域创新协
同推进、 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得益彰、

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一体建设，科创中心
战略实现良好开局，科技创新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加速提升。

一是科技前沿引领力加速提升。 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上海
光源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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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顺利开工， 硬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海底长期科学观
测网等设施积极布局。 引领世界科技前沿
的原创性成果亮点纷呈，上海在基因组学、
蛋白质、脑科学、再生医学、量子、纳米、金
属催化、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前
沿领域， 都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突破性

进展。
二是产业创新支撑力加速提升。 专利

技术产出快速增加。 2016年，上海专利授
权量达64230件 、同比增长5.9%，其中 ，
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0086件 、 同比增长
14.1%，PCT国际专利受理量1560件 ，大
幅增长47.2%。 至2016年末，全市有效发
明专利累计达85049件。 支撑产业发展的
研发与转化功能性平台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重大产业技术应用不断深化。

三是创新要素集聚力加速提升。 在集
聚国际优质创新要素方面， 目前落户上海
的外资研发中心达到416家， 其中40家是
全球研发中心、15家是亚太区研发中心。在

引进和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方面， 目前上海已
引进中央“千人计划”人才894人、上海“千人
计划” 人才676人、 常年在沪外国专家达到
8.8万人。

四是制度创新示范力加速提升。 推进政
府创新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分配、
市场化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制度改革，深入
实施国家授权上海试点的十项先行先试改革
举措。其中六方面已落地:研究探索鼓励创新
创业的普惠税制、改革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市
场制度、落实和探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
完善股权激励机制、 开展海外人才永久居留
便利服务等试点、 改革药品注册和生产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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