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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政策实招让“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

上海五年内将新增1.2万亩生物医药产业空间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五年内

新增 1.2 ?亩产业空间、 打造 “医企联动

平台”、 向企业开放共享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群……在昨天上海科创办、 市经信

委 、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联合举行的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推介会” 上， 一项

项政策实招令与会的本市百余家生物医药

企业获得感满满： “好项目不缺土地， 好

产业不缺空间。”

今年上半年， 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工

业逆势上扬， 总产值达 662 亿元， 实现了

0.5%增速 。 作为上海最具特色和优势的

产业之一，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础扎实、

人才富集 、 临床资源丰富 、 研发能力较

强、 资本力量雄厚、 国际化程度高。

面对今年严峻复杂的形势， 如何积极

推进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使上海生

物医药产业持续发展， 并为长三角以及全

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引

擎， 成为市区两级政府以及各产业?区携

手共推的一件大事。

上海土地资源紧张， 发展空间受限成

为不少生物医药企业的瓶颈。 对此， 上海

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平表示， 上海将高质量

推进特色产业?区建设， 构建 “1+5+X”

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 计划五年内新增

1.2 ?亩产业空间， 优先满足重点企业项

目空间需求。 同时， 还将推出 800 ?平方

米定制厂房， 努力实现初创、 中小型企业

项目 “拎包入住”， 降低其发展成本。

作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主战场， 张

江高新区生物医药制造业营收于 2019 年

突破千亿大关 ， 达到 1030 亿元 。 如今 ，

“张江药谷” 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产业地

标， 形成了国内最完备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

和产业生态。 上海科创办专职副主任侯劲表

示， 未来将继续加强张江的政策供给， 其中

包括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 给予首仿或首个生物类似药的资助，

以及对首获融资企业的资助。

一项项富含 “真金白银” 的政策， 令前

来参会的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成林愈发看好未来。 该公司两年前启动

的一个创新项目被列入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 获得的各类资助占研发投入的

10%左右， “目前我们正准备扩建厂房， 希

望在各类政策中找到合适的支持”。

优质的临床试验资源是生物医药企业的

研发 “刚需”， 更是资金投入的重头。 上海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表示， 今年 6

月， 申康中心成立了 “临床研究促进发展中

心”， 专司建立专业化集约型枢纽型的临床

研究平台。 中心与多部门联合打造的 “医企

联动平台” 将整合进入 “一网通办” 体系，

为医药企业临床研究项目与临床试验机构高

效对接、 精准适配。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

公司注册项目管理中心总监许付告诉记者，

该公司目前正在外地进行新药一期临床试

验， 若能在上海开展临床研究， 将大大提高

企业的研发效率、 节约研发成本。

此外 ， 市科创办还将面向社会开放共

享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 ， 积极布

局新一批大科学设施 ， 加快推进生物医药

领域国家实验室落地 ； 推动上科大未来医

学中心、 上海交大医学院浦东校区、 中科院

上海药物所新院区等建设； 加快推进国家药

品审评和医疗器械审评长三角分中心落户张

江科学城， 为长三角生物医药发展搭建高效

服务平台。

辐射长三角，杨浦打造全国首个“技术券商”样板间
构建科技经济融合的“科创中国”上海模式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在昨天 2020 年

“科创中国 ” @ 上海杨浦试点城市 （?区）

建设现场推进活动上， “科创中国” 长三角

区域创新组织成立， 将致力助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

今年 5 月 ， 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市杨浦

区 、 江苏省无锡市 、 浙江省宁波市和嘉兴

市、 安徽省铜陵市 5 个市 （区） 同时获批中

国科协 “科创中国” 首批试点城市 (?区)。

“科创中国” 长三角区域创新组织由上述 5

个市 (区) 共同发起。 各方在该组织发起成

立的倡议书中提出， 将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

组织， 赋能长三角实体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探索建立以技术交易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科

技经济融合 “样板间”， 推进区域性技术交

易服务平台建设， 打通技术交易的 “最后一

公里”。

杨浦区如今已转型为充满活力的创新创

业高地， 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区、 全国双创示

范基地 ， 建立起了完善的全周期科技服务

链。 落户杨浦的全国首个以技术交易为核心

的科技经济融合 “样板间” ———上海国际海

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昨天揭牌。 平台将为细

分领域的成果转化全链条提供支撑， 为其他

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样本。

科技成果 “纸变钱”， 单靠技术发明人

的热情远远不够， 需要系统而专业的高水平

科技服务。 上海高校技术市场总经理陆继军

说，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产品资本化、 证券化

的特征，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 其价值

也会随着市场动态而变化。 在公开的市场交

易场所构建 “技术券商”， 可以把技术的定

价权真正交由市场。

上海国际海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以上海

全国高校技术市场有限公司业务为基础， 以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学科专业技术优势为依

托， 建设成果服务中心， 提供包括知识产权

服务、 成果价值评估、 成果推广对接、 交易

流程咨询在内的多种服务。 经成果服务中心

评估、 筛选的优质科研成果将在上海技术交

易所挂牌交易。

中国科协常委、 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

宋军表示， 杨浦区高校、 科研院所云集， 各

项创新要素齐备 ， 具备打造科技经济融合

“样板间” 的先天优势， 期待上海杨浦区汇

聚流转各类创新主体 ， 将成果转化 “样板

间” 打造成立足上海、 服务长三角、 辐射全

国的 “科创中国” 上海模式。

上海首家公立康复医院扩建
本报讯 （记者何易 周辰）市重大建设项目———上海市养志

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扩建工程，昨天上午在该院松

江院区正式奠基。

据介绍，养志康复医院隶属于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是上海

首家公立康复医院、首家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国家省（市）级三级

残疾人康复中心、全国区域性工伤康复示范机构、全国脊髓损伤

者“希望之家”资源中心、中国康复医学会继续教育培训基地。此

次扩建， 该院新建总建筑面积为98125平方米， 总投资超过9.8亿

元，计划于2023年10月竣工。 扩建完成后，院区总面积将达15?平

方米，康复床位由300床增加到1000床，将大大缓解该院“一床难

求”的情况。 昨天适逢第四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养志康复医院扩建

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上海残疾人事业发展又向前迈进一步。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并宣布开工。

加强上海与巴西圣保罗州合作
本报讯 （记者占悦） 昨天， 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陈寅在人民大厦与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举行视频会

议。 双方就两地加强经贸往来、 公共卫生领域合作、 参与第三

届进博会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友协会长沙海林出席。

百家外贸自主品牌示范企业授牌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 经上海进出口商会认定的

100 家上海外贸自主品牌示范企业授牌仪式昨天举行。

百家示范企业涵盖港口机械、汽车及零部件、钢材、化工、

纺织服装、日用消费等多个行业，既有振华重工、上汽大通、宝

钢股份、沪工焊接等一批产品质量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强的

工业自主品牌 ，也包括纺织集团 、丝绸集团 、兰生轻工等在国

际、国内市场有一定控制力的企业品牌。 记者了解到，这 100 家

示范企业的产品销往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年出口额近千亿元。

加强外贸自主品牌建设， 是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推动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全力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 的重

要抓手。 据悉， 近年来， 全市外贸自主品牌出口保持稳定发展

态势， 占全市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四成左右。

副市长许昆林出席。

市口腔病防治院闵行院区开工
2023年建成上海单体体量最大口腔医疗中心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闵行院区昨

天开工奠基， 规划建筑面积 4.5 ?平方米， 拟设 400 张牙科治

疗椅、 100 张病床。 新院将于 2023 年建成投用， 预计将是上

海单体体量最大的口腔医疗中心。

据市口腔病防治院院长刘月华介绍，医院将以闵行院区建设

为契机，全力打造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口腔

专科医院。此次开工建设也意味着市口腔病防治院，在现有北京

东路、复兴中路、浦锦三个院区和永嘉路门诊部、天津路科教中

心“一院五址”基础上，再次迎来布局升级。这不仅将惠及广大上

海市民，更将辐射周边地区，为长三角一体化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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