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先导产业引领冲刺，六大高端

产业集群争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牢

牢把握“实体经济是大国的根基”的要

求，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构建

新型产业体系，打造经济新增长极。特

别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

产业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三大产业

总规模突破1.2万亿元，以“头雁”的姿

态，助力全市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

7231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10739亿元，

保持全国城市第一。

陡峭倍增

全力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发展，构建世界级产

业集群和创新策源地，这是中央交给上

海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上海引领长三

角打造全球高端制造基地的重要着力

点。站在新的历史时刻回顾过往，如果

将时间压缩后进行观察，很容易体会到

天翻地覆的冲击——十年来，上海三大先

导产业走出了极为陡峭的连续倍增轨迹。

去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

2500亿元，与2011年的630亿元相比，当

前体量是十年前的4倍多，一举实现“翻两

番”的壮举。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在10年间

连续跨上5个台阶，从2012年的2084亿

元增长到2021年的7621亿元，增幅达

266%，也非常接近“翻两番”。三大产业

中最“年轻”的人工智能，则冲劲最足、活

力最强。2011年，人工智能甚至还没有被

纳入产业发展统计，到2018年，上海人工

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去年更是

达到3056亿元，不到5年就实现倍增。

除了规模，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也形成

了更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多领军

人才、龙头企业近悦远来，抬升了上海三

大产业高地的“海拔”。集成电路方面，无

论是产业集聚度、综合技术水平还是产业

链完整度，上海都领先全国。生物医药

产业领域，目前在沪两院院士、长江学者

等高水平人才占全国的1/5。人工智能

领域，上海依然是一个人才和产业的强

磁场，由于集聚了全国1/3的人工智能产

业人才，丰厚的人才储备使得微软、亚马

逊、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纷纷加大在沪

投资力度，商汤、云从、深兰等新兴企业

也都抓住机会在上海拓展重要业务。

服务助推

上海三大产业高地的快速崛起，既

是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拼搏的结果，也离

不开政府侧的有效作为。近年来，上海

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贯彻落实

中央指示要求，三大产业政策体系加速

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日益繁茂。

近年来，上海反复强调的“好项目不

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场

景、好创意不缺人才、好团队不缺资源”，

越来越深入人心。实际上，“五好五不

缺”集中体现了上海对产业界的承诺，就

是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环境、激发活

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着眼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上海近

年先后发布了三批、53个特色产业园

区，重点支持以三大先导产业为主的高

端制造业，累计空间规模高达210平方

公里。为了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上海持

续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攻关关键共

性技术，组建了大量第三方公共平台。

为了优化对企业服务，全市积极打通产

业与金融合作通道，扩大云服务等多种

服务形式，还组建了一支由6000多人构

成的“服务专员”团队，使得中小微企业

也都体会到了“一个不能少”的温暖。

有温度，同时也要讲规则。近年来，

上海尝试通过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为三

大产业引领的高端制造业保驾护航。今

年国庆前，《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成为

国内第一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省级地

方性法规。这不是上海第一次以立法形

式保障新产业新赛道。去年底，上海出

台《浦东新区促进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创

新高地建设规定》，更早之前上海还在全

国率先出台《上海市数据条例》，这些法

规都希望在充分明确相关各主体权利义

务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发展、技术向善。

此外，政策层面，上海更是动作频频，

仅从去年年中至今，市政府就先后发布了

支持生物医药的“29条意见”，促进集成电

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25条政策”

等重要文件。疫情过后，更是集中推出

了面向四条新赛道的政策支持体系。

“头雁”赋能

经过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上海

三大先导产业去年总规模达到约1.3万

亿元，未来，它们还将继续以“倍增”方式

实现发展。对照这些年上海在该领域持

之以恒的硬核布局、悉心培育，可以说，迄今

为止我们收获的果实令人欣慰。事实上，三

大产业不仅本身是创新能量最密集、产业潜

在空间巨大的领域，而且还可以牵引拉动其

他实体经济环节。在它们的赋能之下，“上

海制造”也加速迈向高端。

上海正全力构建“3+6”的高端产业体系，

其中的“3”就是指三大先导产业，“6”则是包

括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进

材料、时尚消费品等在内的六大重点产业。

目前这六大产业总产值已超过2.87万亿元，

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接近70%。

六大产业本身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有许多交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实体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赖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行业，为其提供芯片与

算法，从而拥有更强健的“心脏”与“大脑”。

六大重点产业中，上海的电子信息行业

目前已产出了8K超高清芯片、智能座舱、5G

通信模组等多个以集成电路芯片为核心器

件的产品，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生命健康领

域，目前上海既在健康服务、医药流通、康复

辅助器具等领域着力布局，更在推动该行业

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力争使服务机器人、

在线医疗能尽快走进千家万户、造福百姓。

汽车的智能化、网联化是不可动摇的趋势，

上海目前正借助人工智能优势，引入和推动

以地平线、小马智行、晶众地图、集度汽车等

为代表的一批人工智能细分行业龙头加速

发展，从而实现产业换道升级。此外，上海

高端装备产业过去3年推进了近百家智能工

厂建设，重点产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高达每

万名工人380台以上，领先德国；而到2025

年，全市智能工厂总数将达到300家，从而带

动高端装备产业突破7000亿元。

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全市工业增加值保持全国城市第一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产业总规模超1.2万亿元

“头雁”引领，上海产业经济振翅高飞

■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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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位受试者、11种肿瘤、治疗后肿

瘤控制率100%、近半数人的病灶完全消

失——我国第一套完全由国内设计、研

制加工的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以如此令

人信服的临床数据，获得监管者认可，

在国庆前夕获得药监部门批准上市，从

而成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又一个重

大成果。

质子治疗系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

“质子刀”，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肿瘤

治疗手段之一。上海科研团队在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勇挑重担，“十

年磨剑”，终于实现首台突破，将极大促

进它在国内的普及，惠及更多患者。

质子放疗作为放疗的一种，和光子放

疗的原理类似，但具有更好的适形性和无

创伤优点。质子束流可以通过调控、将

绝大部分能量释放在人体内特定深度，

精准杀伤肿瘤，大大减少“途中”的损伤。

在位于嘉定新城的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

我国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已安装调

试到位，并经过严格的性能检测和临

床验证。该项目由上海联和投资牵

头，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光源”团

队及瑞金医院携手研发。权威第三方

检测报告表明，该系统的主要性能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前由于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维护不

便，限制了该技术在国内的普及。因此，上

海此次突破，可以说正当其时。

首台国产质子刀“十年磨剑”征程之

初，曾有一家企业在对该课题评估后发

现，可投入的研发预算，只能支撑约一年

的研发。于是，他们知难而退。但艾普

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光源”团

队，却用同样的预算，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极高的研发投入效率，背后的秘密就

在于其创新模式。

当然，“十年磨剑”的坚持，非常重要的

是每一位参与者都抱有诚挚的初心。不少

研发人员向记者坦言，在最艰难的时候，大

家都凭着一股信念在坚持，“只要我们把技

术做出来，就能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形成

话语权，就能让进口产品大幅降价，就能让

自主创新惠及百姓健康。”

当前，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距离大

规模应用已经不远，按照设计，它

每年可为500到1000位病患提

供服务。同时，研发团队还

在进一步完善技术，他

们 希 望 研 发 出 更 强

大、更小巧、更具性

价比的质子治疗

系统。

十年磨剑，国产质子刀突破正当时

▲2022年9月1日至3日，第五

届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

举办。图为位于世博中心一楼大厅

的“WAIC元宇宙展区”。

视觉中国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我国加快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要立足国家战略要求、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立足城市发展使命，主动担当、全

力作为，举全市之力推进三大产业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打造强大产业生态，努力

成为三大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创新资源最集聚的城市。

■本报记者 张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