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江：快马加鞭，迈向一流科学城

今年8月，酝酿许久的张江科学城建设规

划公布于世。 这片总面积约94平方公里的区

域，将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基础，转型成为中

国乃至全球新知识、 新技术的创造之地和新

产业的培育之地， 现代新型宜居城区和市级

公共中心，世界一流科学城。
三大科创要素集群正从北至南在张江科

学城依次布局： 北部， 依托国家实验室核心

区，集聚大科学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

家级科研院所；中部，结合孙桥地区和李政道

实验室，集聚国际一流实验室和科研院所；南
部，结合国际医学园区，形成以医疗为特色的

国际院校、研究所集群。
目前，落地在张江的“大国重器”不断升

级，有望释放出更多科技“能量”。 2018年底，
上海光源二期第一条完工的线站预计出光；
第四代光源———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

在调束、建用户装置和线站；继上海光源后第

二个落户张江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将开展蛋白

质结构生物学相关研究等 ； 上海超算中心

2017年将实现5000万亿次左右计算能力的部

署，填补现有计算资源的缺口，为国家科学中

心服务。
作为张江 “医产业” 的两大核心基地之

一，自整体融入张江科学城建设以来，上海国

际医学园区（“医谷”）实现了与张江在规划、
产业、产城融合等方面的联动。 未来，无论是

在高端医疗服务产业发展， 还是在教育、交

通、商业配套、居住设施方面，“医谷”都将有

飞跃与提升。
建科创中心，人才是关键。 今年，全国首

个海外人才局在浦东揭牌成立， 推出提高海

外人才通行和工作便利度九条措施， 在海外

留学生群体中引起热烈反响。 同时，新区还通

过提高海外人才通行和工作便利度、促进海外

人才创新创业、进一步优化海外人才配套服务

环境等举措，不断集聚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从“园区”转向“城区”，张江科学城还将

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项目，完善科学城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

施，让更多科技人才在此安居乐业、迸发活力。
一直以来，“人才公寓” 都是极富张江特

色的案例。截至目前，张江园区的核心区域已

有9个人才公寓项目， 满足了不少科学家、科
研人员、高级人才的居住需求。而以“小街区”
模式为特色的张江国际社区人才公寓（一期）
项目即将启动， 张江人才公寓将就此升级为

4.0版。 另据规划，张江科学城拟通过增加居

住用地满足就业人口的居住需求， 规划新增

约920万平方米住宅，其中，890万平方米采用

租赁模式。
在张江， 不断冒出的科技型创业企业源

源不断地为科创中心建设输入新鲜血液。 傅

利叶， 正是一家在张江本土孵化出来的智能

科技企业———两个 “80后” 创始人在张江起

步， 研制开发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产品带有

“触觉”，已经从实验室进入商业化，将造福更

多肢体残障人群。眼下，张江孵化器旗下运营

着7个专注E产业的孵化空间，总孵化面积达6
万余平方米。经过近十年的运营管理，已累计

孵化了2500余家企业， 撬动社会融资近百亿

元， 一批又一批创业企业从张江孵化器脱颖

而出。
张江中区的国际创新港则是以国际化为

导向的众创集聚区。主楼纳贤路800号内已入

驻多家国际高端的众创机构，入驻企业近200
家。为充分彰显张江“双创”风采，为全球创业

者了解张江、进驻张江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
张江园区还在国际创新港主楼一楼打造了

“张江国际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名片】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

区，张江正快马加鞭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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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批复
同意建设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根据规划，到2030年，张江综合性实验室要
跻身世界一流实验室行列。

【数据】
截至“十二五”末，张江核心园累计注

册企业超过1.8万家，高新技术企业768家；
现有各类研发机构40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
138家，国家、上海市级研发机构60多家，高
等院校及其分院10余所； 创新创业人才高
度集聚，园区从业人员约36万人，其中博士
6000多人，硕士4.3万余人，本科12万人，归
国留学人员7500余人，境外人员4300余人。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嘉定：引凤还巢，集聚新兴产业
嘉定创新创业大厦近日正式启用 。 这

是一个集立体化科创服务体系 、 差异化科

创发展空间体系和多层次科创平台于一体

的科创服务综合体 ， 身处任何发展阶段的

企业都可在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各种服务。
以 “双创大厦 ” 为核心 ， 嘉定区在周

边打造了一个 “双创街区”， 街区内配备了

“双创” 人才公寓、 创客咖啡馆、 超市、 健

身房等商务及生活配套设施 ， 以街区形态

汇聚 “双创 ” 资源 ， 发挥嘉定科技创新资

源富集、 科研院所集聚、 产业化空间广阔、
产业链配套完善的优势。

拥有 50 多年积淀的老牌科技城再次踏

上了新征程———历经三年奋战 ， 嘉定科创

中心重要承载区雏形初步形成 。 目前 ， 嘉

定为此规划了一个核心功能区 ： 北至宝钱

公路 ， 西至嘉朱公路 ， 东至浏翔公路 ， 南

至菊园交界， 总面积 19.45 平方公里。 核心

功能区将构建 “一地两轴三区 ” 的核心区

空间发展格局 。 “一地 ” 指科技创新创业

策源地 ； “两轴 ” 为城北路产业发展轴和

胜竹路科技走廊 ； “三区 ” 为自主创新产

业化引领区、 产学研用合作示范区和生态宜

居功能区。
嘉定区委表示， 嘉定之所以成为科技嘉

定、 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郊区唯一的重

要承载区， 关键在于坐拥众多科研院所和高

校。 推进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 嘉定的

目标是打造自主创新产业化引领区、 新兴产

业发展示范区和宜业宜居的现代化科技城。
建设自主创新产业化引领区，是嘉定的主

攻方向。 高性能医学影像设备、8 英寸 MEMS
及先进传感器、质子医学治疗装置……近三年

来，嘉定在核心功能区集中规划建设了一批重

大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开放式技术研发支撑平

台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推进集成电路及

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智能化、高性能医

疗设备及精准医疗、智能制造及机器人等四大

新兴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通过实施 “凤还巢计划 ”， 嘉定已形成

“十一所二中心二基地” 国家级科研院所的集

聚规模， 汇聚了同济大学、 上海大学等 8 所

高校 ， 汽车风洞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
在新能源汽车 、 物联网 、 新能源 、 新材料 、
基础软件和信息产业、 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

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抢占了先机。

【名片】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承载区， 也是

郊区唯一一个承载区。
到 2020 年底， 基本形成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承载区框架体系； 到 2030 年底， 基本
建成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 创新活跃、 效
益显著的自主创新产业化引领区， 以及创
新人才、 科技要素和高新科技企业集聚度
高、 创新创造创意成果多、 生活配套完善、
宜业宜居的现代化科技城， 成为上海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
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数据】
到 2020 年， 四大产业集群占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 10%。 嘉定科技
产业贡献率超过 50%，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达到 250 亿元规模； 国家级科研院所和
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 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达到 100 家 ，
创新创业人才总量超过 3 万人； 高科技园
区、 众创空间 （孵化器）、 商务楼宇等新兴
产业载体面积达到 100 万平方米。

杨浦：四创联动，“创”字成品牌
“双创周”让杨浦迎来展示“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成绩单的绝好机遇。 这个从“工
业杨浦”“知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走出独

特转型之路的城区，在2016年5月成为全国首

批，上海唯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区域示范

基地。一年来，杨浦完成与“双创”有关的投资

总额95.66亿元，同比增长42.2%。
长阳创谷正是 “科技创新引领辖区经济

结构转型”的产物。这个园区原是建于上世纪

20年代的纺织机械厂，伴随着纺织行业式微，
工厂先减产再停产，闲置等待多年，等到了变

身创业园区的机会。 杨浦科技创新集团和上

海电气集团联手规划开发， 把占地11万平方

米的厂房改造成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多元开放的双创空间，吸引了摩拜单车、智能

云科、英语流利说、启迪之星、创合社区、优客

工场等大批知名“双创”企业入驻。
进入 “双创” 节奏的杨浦， 结合城市更

新推进一批老厂房的资源调整改善， 目前区

域内城市概念园、 “互联网+” 产业园、 凤

城巷、 腾讯众创空间二期等老厂房改造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 未来将形成创新、 创业、 创

投、 创客 “四创联动” 的创新生态格局。 位

于东部战略区的杨浦滨江， 丰富的滨江老厂

房资源也将通过城市更新， 成为建设滨江国

际创新带的重要资源。
目前， 杨浦区集聚了包括7家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在内的科技园区20家；集聚国家“千人

计划”人才190人，约占上海的五分之一。 大的

总部型、国际型企业，小的科技型公司都能在

此地找到空间、找到人才。杨浦吸引了耐克、汉
高、大陆汽车、AECOM等世界500强地区总部、
研发中心落户，还在推动西门子建设智能制造

创新中心，帮助李尔打造全新的亚太区总部及

研发中心。“蚂蚁雄兵”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更

是遍地开花，目前统计有7000余家，优刻得、悦
易网络、新卡说、宝存信息、途顺网络、永辉云创

等一批“互联网+”和“四新经济”企业呈现出爆

发式增长态势，部分已成长为“独角兽”和“隐形

冠军”；华之邦、鲁班软件、梅思泰克、有孚网络

等一批科技型企业进入了上市准备阶段。
杨浦区委表示，要让“创”字成为杨浦独特

的商标和品牌，为杨浦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和活力。

【名片】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重要承载区，万众创新示范区。
2010年，被科技部命名为全国首批创新

型试点城区；2016年5月， 成为全国首批、上
海唯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区域示范基地；
2016年12月，被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列入创
新型城市建设名单；到2017年，基本建成高
水平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到2018年，全面
建成高水平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 力争到
2020年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中走在前
列，引领辐射长三角区域的创业创新发展。

【数据】
到“十二五”期末，杨浦地方财政科技经

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1%；科
技园区对区域经济贡献比重达到8%； 以服
务经济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十一
五”期末提高5.1%，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年均
增速达18.1%，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年均增速20.2%。

多方承载
各展所长

2015年5月，为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上海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

的新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

意见》。其中，第二十一条提出“建设各具特

色的科技创新集聚区”，并确立了“聚焦张

江核心区和紫竹、杨浦、漕河泾、嘉定、临港

等重点区域”，要求打造“突出各自特色，发
挥比较优势，结合城市更新，打造创新要素

集聚、综合服务功能强、适宜创新创业的科

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目前，张江、紫竹、杨浦、漕河泾、嘉定、

临港均已明确各自定位，绘制了发展路径，
并在过去的两年间竞相发力， 努力营造宽

松、平等、开放、包容的环境，通过深化改革

释放市场的力量，充分鼓励、支持和激励创

新主体发自内心的创新原动力。
如今，创新的血液正澎湃。

临港地区
【名片】

科创中心的主体承载区， 肩负着发展
高端产业和建设高品质新城 “双重使命”。
到2020年， 力争作为科技创新中心主体承
载区的框架布局加快形成， 智能制造产业
创新生态加速培育， 基本建成国家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高
地，成为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人才、高成长性
企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重要集聚区。

【数据】
临港地区规划面积315平方公里，是上

海重点发展的六大功能区域之一。 到2020
年， 临港地区预计制造业产值增加量占全
市制造业总产值增加量的1/4；各类科技研
发机构达100家； 各类创新型企业达1000
家；创新型人才达10000名。

徐汇漕河泾
【名片】

科创中心的重要核心承载区，围绕“产
业、创新、城区”有机融合的目标，打造满足
创新创业人才全方位需求的创新型社区。
到2020年， 力争构建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 创新功能与商务功能有机联
动、 创新空间与创新服务配套完善的现代
科技创新产业功能区；形成以人工智能、生
命健康和科技服务业为主导、 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聚区。

【数据】
到2020年， 目标集聚跨国公司创新机

构50家、创新型企业5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500家；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总收入比
重达到2.5%，研发人员总数占从业人员比
重为10%以上， 万人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70件。

闵行紫竹
【名片】

上海南部科创中心核心区。 聚焦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以信息软件、数字视
听、生命科学、航空电子、新能源与新材料、
智能制造为支柱的产业结构， 通过大力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着力构建科创生态体系。

【数据】
截至2017年8月底，入驻紫竹高新区企

业共有1417家， 累计吸引合同外资31.6亿美
元，外资投资总额62.01亿美元，内资274.68
亿元。 研发基地内从业人员3万余人。 紫竹
创业中心累计引进创业企业200余家，在孵
企业60余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近20家。

■本报记者 钱蓓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本报记者 唐玮婕 顾一琼

今年“双创周”上海主会场长阳创谷采用交互式展陈布置，颇具科技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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