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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

势的关键之年。新一年的开局，上海

正抓紧战略布局，统筹考量。

奋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必须

紧扣自身优势和实际，顺时应势、稳

扎稳打，在把握并统筹好“根本靠科

技，基础在教育，关键是人才”中，

持续增强创新动力。把科技创新之火

燃得更旺，把强教育才之基筑得更

牢，把招贤引才之门敞得更开，大力

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系统发力，

赶前抓早，久久为功，由此，让上海

这座城市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引领创

新潮流。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底

层逻辑发生演化。今天，上海要紧

握的“创新驱动”，已然是一种复合

型、可持续的动能。它讲求的是：

核心功能的有力辐射和赋能；追求

的是：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扩衍的内

涵；发力的是：质的稳步提升与量的

合理增长互动并进……

过去一年，上海全社会研究与发展

（R&D）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保持在4.1%左右，预计

2022年将升至4.2%。这一比例比肩全

球重要科创城市的研发强度，为上海进

一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聚焦结构：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政府投入和市

场投入等方面，“均衡”二字持续释放

“稳”的预期和动力。

当下，上海将继续抓紧布局大科学

装置、大科学工程，以其为引领，激活

高校院所、研发机构、市场主体的创新

活力和能力。同时，抢抓新机遇，培育

新动能，布局新赛道，在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等领域发力，在起势之前落子布

局，在定局之前率先成势。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在

国家战略布局中承担着多项重要任务的

上海，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

人才。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坚

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深化产教融合，在科创主战场上

培养战略科学家，也在科研一线中造就

规模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加快形成梯

次合理的金字塔型人才结构；同时，进

一步向改革要动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

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科

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

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

地方集聚。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

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海必然也

必须持续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顾一琼

把科技创新之火燃得更旺
把잿뷌폽才之믹훾得更샎
把招贤引才之门敞得更开

（上接第一版）建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两张网，完善平台和应用架构，健全数字体征系统，强化基

础性制度供给，实现职能、流程、资源、体制机制的整体性转

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不断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人民

群众获得感。

李强指出，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和鲜明标识。增创开

放新优势，必须深化制度型开放。要进一步强化高水平的制

度供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开放制度更加完

备、更加成熟。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行更大程度的压

力测试，在重点领域率先探索突破。积极推动在岸业务和离

岸业务统筹发展，不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参与国际

合作与竞争。

李强指出，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特征，要

着力提升创新策源力。围绕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

者”，打造基础研究特区，加紧前沿领域布局探索，力争

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重大成果。围绕成为“技术发明的第

一创造者”，强化“硬核科技”优势，把企业主体作用和

新型举国体制结合起来，集聚精锐力量，加快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围绕成为

“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支持在线新经济企业发展，努力成为新潮流的最先定

义地、新模式的最先孕育地、新业态的最先形成地。围绕

成为“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善于把握企业成长和产

业发展的新趋势新逻辑，跳出固化思维、及时转变观念，

跟上创新潮流步伐。

“上海要培养科学家，更要培养

科学家中的‘企业家’。”在日前举

行的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设

高水平人才高地，着力提升城市软

实力”专题审议会上，张杰代表提

出，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

要重视培养具有市场敏锐度的科学

家，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

一公里”。

这与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

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

人才评价体系”高度吻合。而“创新

价值、能力、贡献”，正是这场人才

专题审议会上的3个热词。

张杰认为，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不仅要在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

设上下力气，也要实现科技创新成

果高质量推动产业发展。她形象地

比喻道：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学中的

科学家，科学家是研究领域的企业

家。唯有让“科学家”与“企业

家”有机结合，才能成为科技事业

发展的领跑者。她建议，要有意识

地去发现和培养具有领导力潜质的

复合型人才，着力培养科学家中的

“企业家”。同时，要在机制体制的

创新上，厚植培养、使用这些“企

业家”的沃土，让他们专心致志地

做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加速

器”，更好实现科技创新成果高质量

推动产业发展。

应用技术的研究与转化，是实验

室原创成果走向产业界的必由之路。

张杰还提出，要完善应用型技术人才

的评价体系，特别是不能“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应用型

技术人才的评价体系，应当有别于科

技创新研发人员的评价体系，要形成

动态调整或分类评价机制，让应用型

技术人才与科技创新研发人员相得益

彰，共放光彩。

“政府工作报告对人才评价体系

的明确，意味着对人才分类的进一

步明晰。”唐曙建代表说，人们已经

意识到，不能仅仅依赖“掐尖”的

人才体系。上海要建成人才高地，

不仅要有领军人才、尖端人才，也

要有各方面配套的人才团队，形成

“人才链”。对此，市人大代表于广

辉建议，要处理好“顶尖人才”和

“普通人才”的关系，在人才政策中予以平衡，让更多人

才有成功的机会，让上海成为天下英才的筑梦之地、逐

梦之城和圆梦之都。

谢应波代表以自身经历提醒道，注重“创新价值、能

力、贡献”的人才评价体系，不能只关注短期“产出

比”，而是要尊重人才发展规律，要因材施教、因材培

养，制定不同的人才评价标准。尤其对技能型人才而言，

如果无法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成果”，用人单位应合理平

衡人才“产出比”，甚至要“熬”得起，为人才提供相应

的机会和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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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十四五”时期发力推进的

“五个新城”建设，今年将是“全面出好

形象”的一年，自然也成了今年上海两会

上代表委员聚焦的重点话题之一。新年伊

始，上海的一个大动作就是总投资1328.2

亿元的“五个新城”40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综合节点城市”的高起点公共设

施民生项目、凸显生态功能的优美现代化

新城、聚集“五型经济”及“产城融合”

的新产业布局，成为“五个新城”引人注

目的特色。

高起点建设“综合节点城
市”公共服务和民生项目

家住嘉定新城核心区香溢璟庭的4岁

男孩小宇，前不久进了新启用的云谷路幼

儿园小班。两年前，小宇一家入住新城，

虽然孩子当时还小，但爸爸妈妈最关心的

就是他将来的托育教育问题，上幼儿园、

上学方不方便？教育质量好不好？他们仔

细研究了相关的新城教育功能设施发展规

划，才下了决心在新城核心区安家。如今

小宇到了适学年龄，而离家不远的云谷路

幼儿园正好也开班了，小宇成了第一批入

学的孩子。幼儿园总建设用地7335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5988平方米，配备充足

的户外大型玩具和各类运动器械，室内则

有创意室、生活体验馆等专用活动室。整

个幼儿园的办学规模为15个班级，基本

可满足附近居民的就学需求。

幼儿园毕业后的上学也不用担心了，

嘉定新城已有高等级的两所幼儿园、一所

小学、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一所中学接

连“开张”，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小

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嘉定实验学

校、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实验中学等，都是

以前郊区居民想都不敢想的好学校。“新

城学校”建设迎来第一个“丰收季”。

作为嘉定新城的门面和“城市会客

厅”，今年远香湖中央活动区的标识度将

清晰显示出来。围绕打造具有标识度的城

市会客厅、24小时活力社区、可推广的

智慧交通出行模式3个示范亮点，聚焦远

香湖周边的文化环、未来塔、活力谷“新

三件套”，这个“样板区”将形成长三角

具有引领意义的新城中央活动区。

事实上，“五个新城”今年都将加

快建设脚步，例如：奉贤新城全年计划

安排开工项目71个，其中，围绕望园路

城市中心、环城东路商圈、九棵树未来

众创空间、亚洲妇儿医学中心等重点板

块和节点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14个、居

住项目4个、公共服务项目27个。南汇

新城实现10所公建配套学校开工、14

所学校竣工，加快市六医院临港院区改

扩建项目建设；新增开工各类住房约2

万套。

据悉，“五个新城”将构建“一城一

枢纽”综合交通体系，并有序推进中运量

骨干公交系统、智慧交通等项目落地。同

时，实施“租购并举”的人才住房政策，

吸引优质人才落户新城。

一个新城一个“绿心”，建
设凸显生态功能的优美新城

家住奉贤区南桥镇的倪先生周末经常

开车带着妻子、孩子去“上海之鱼”、奉

贤博物馆新馆、泡泡公园兜兜逛逛，新通

车的文耀路有效缓解了进出新城“城市客

厅”的交通压力。就在博物馆边上、“上

海之鱼”岸边，近期又新开工了一个“在

水一方”项目，将打造市民阅读、休憩活

动的公共空间。

在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西北

侧，一个集“颜值”和“内涵”于一体的

“言子书院”也将亮相。湖心岛公园、九

棵树森林公园、年丰公园、贯穿浦南运河

的“一川烟雨”项目……奉贤新城的“生

态颜值”将令人流连忘返。

青浦新城用了3年多时间，以水城门

等老建筑为城市景观标志，勾勒出一条美

丽的水城金腰带——青浦环城水系公园。

傍晚时分，这里的空气清新自然，成为城

市中的天然大氧吧。此次青浦新城集中开

工的项目中，不少都是围绕水展开的。例

如，生态建设类中的一项工程是汤家浜、

水渡浜等河道整治工程，将完成西起华青

路、东至华浦路、北至花园港泵闸、南至

盈港东路，总长700余米的河道改善。

在松江新城示范样板区和重点地区建

设范围内，通波塘—洞泾港等骨架河道将

串联上海科技影都、松江枢纽等核心节

点，并连通黄浦江和松南郊野公园，形成

松江新城独具特色的生态基底，打造融合

多种功能的各具特色、开放共享的滨水公

共空间。

拥有漂亮的滴水湖的南汇新城，则将

加快南汇嘴生态园、东引河等生态环境项

目建设。

远香湖、“上海之鱼”、滴水湖……未

来的“五个新城”，每个新城都有一个令

人赏心悦目的“绿心”，优美的生态将成

为新城的基底。

“一城一名园”，提升产业
发展能级

日前启动建设的长三角数字干线，以

青浦区为原点和枢纽中心，而这条规模将

达万亿元级的无形产业干线，其“核中

核”正是青浦新城。青浦新城将打造“5F

数字之城”，即数字未来之城（Future）、数

字魔幻之城 （Fantasy）、数字时尚之城

（Fashion）、数字乐趣之城（Fun）和数字

友好之城（Friendly）。

依托北斗创新基地、市西软件信息

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一系列重要平台载

体，青浦区将最大程度发挥数字化对于新

城建设的先导作用、支撑作用、驱动作

用。如网易国际文创科技园，不仅要把知

名电竞赛事开在新城年轻人的家门口，还

将打造水乡数字音乐节，探索区域数字文

旅消费新模式，更要在不久的将来，利用

元宇宙产业优势建设沉浸式数字产业园。

以数字经济为牵引，青浦新城将充分

利用G50高速公路沿线数字基础和发展优

势，整合区域数字产业，向东加强与张江科

学城的联动，向西加强与吴江、嘉善等长三

角城市的对接，共同构建形成紧密合作的创新

链和产业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数字化

转型。

嘉定新城除继续打造国际汽车智慧城这

个主打品牌外，新年开工的上海联影医疗产

业化示范基地二期项目是又一新增长点，拟

于2024年投产，达产产值25亿元；高博航

空将建设一个现代化综合型的航空航天高科

技产业基地；艾普强粒子则将建设集研发、

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总部。

松江新城年初开工、签约的安谱实验研

发总部及标准物质产业化基地、创新药物研

发及制剂产业化项目、生物医药产业园项

目、ABB-神州数字智造交付能力中心、林众

功率半导体芯片研发制造基地等项目，将为

松江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6+X”重点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松江新城将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高质量发展新气象，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创新策源地，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在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中提高资源配置和

辐射带动能力。

奉贤新城新年的签约项目则包括国信优

易、纳菲制药等12个，将瞄准东方美谷、

数字江海等产业特色集中发力，投资金额共

计53.8亿元。质鼎生物、中博瑞康、美港高

科等将分别致力于干细胞认证、细胞药物、

神经脑血管医疗器械、类器官芯片等的研发

与生产。

南汇新城今年开工和签约的产业项

目，包括中芯国际临港基地、临港和光天

地项目、芯源微电子集成电路前道关键设

备研发及生产项目、中晟半导体研发中心

及产业化基地项目等多个项目，将在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领域完善相关产业链条。

上海国际数据港一期项目 （信息飞鱼数字

产业研发总部） 通过引入云计算、通信技

术、人工智能、软件服务、数据服务等数

字基础产业，打造园区“数字产业化”生

态的重要承载地。

据悉，“五个新城”正在提升产业发展

能级，深入推进“一城一名园”建设，持续

打造嘉定国际汽车智慧城、青浦长三角数字

干线、松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奉贤东方

美谷、南汇数联智造等产业品牌。

全面出好形象！“五个新城”建设成代表委员聚焦的重点话题

“五个新城”建设今年“火力全开”

今年上海两会上，对于提升“五个

新城”发展能级，深入推进“一城一名

园”建设，市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民革上海市委发现，现阶段“五

个新城”还存在产业集聚度不高、结

构有待优化等问题，其产业发展格局

距离“一城一名园”定位还有差距。

委员们分析主要原因有：一是“五个

新城”现有制造业大部分以生产基地

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对产

业链的引领能力和辐射度不足；二是

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

性服务业目前在“五个新城”占比较

低，对制造业支撑不够；三是各新城之

间的产业有些同质化。

为此，民革上海市委建议，“五个新

城”应结合自身特点明确核心产业，布局

区域内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

并进一步协同发展，共同构造起新城的

“产业朋友圈”。

具体来看，委员们建议：嘉定新城应

进一步巩固汽车产业优势，聚焦发展新能

源车产业；松江新城应充分利用大学城的

资源优势及上海产教研一体化的政策优

势，集中力量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聚焦

发展新材料等高科技含量产业；青浦新

城可聚焦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奉贤新城

则应在美丽大健康产业基础上，打造高

端生物医药产业；而南汇新城应全面融

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家战

略，在构筑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中进一

步明确主导产业。

在明确核心产业的基础上，“五个新

城”之间可致力于促进资金链、产业链、

创新链“三链”融合，合力形成产业创新

高地。比如，可依托G60科创走廊、沪通

港沿海创新发展翼、沪甬温沿海创新发

展翼、沿江创新发展带等建设机遇，加

强“五个新城”与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产

业链协作分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

联动。

对于提升新城发展能级、深入推进“一城一名园”建设，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为“五个新城”协同打造“产业朋友圈”

在未来的“五个新城”，优美的生态将成为新城基底。 制图：李洁

体现改革集成性、开放制度型、创新策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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