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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融合之创新策源
地实至名归

“R&D”是什么？通俗地讲，指基础

研究发展投入。

有一种共识是，GDP代表一个地区

的经济水平，而R&D经费投入，则反映

其在未来经济格局中的潜力和品质，后

者也被称为“对未来的投资”。

纵观松江近几年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道路，从传统制造业重镇脱胎换

骨发展成整个长三角瞩目的先进制造业

集聚地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其根本就

是抓住了新时期发展的“牛鼻子”——秉

持新发展理念，依靠远见卓识，将土地要

素的供给向先进制造业倾斜，为“科创”

与“产业”搭桥。其间，松江对于区内量

大面广的落后产能，坚决地“腾笼换鸟”，

以“铁腕整治”大力推进“五违四必”综合

整治行动，向存量工业用地索取空间，继

而赢得一场场“硬仗”，获得新的发展空

间。与此同时，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出台

相关扶持政策，支持鼓励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的创新研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

展的基石，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数

字表达是最为直观的——

2021年，松江全社会R&D经费投入

总量在上年已创新高的基础上，投入力

度继续加大 ，全年 R&D经费投入达

95.82亿元，比上年净增加20.66亿元，同

比增长27.5%，较全市12.6%的增速高出

14.9个百分点。全社会R&D经费投入

强 度（R&D经 费 与 GDP之 比）达 到

5.38%，比上年的4.59%高出了0.79个百

分点，一跃而居全市第三，创历史新高。

这说明，松江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引

领示范作用带动下，研发与创新的能力

得以进一步提升，研发动力及其力度不

断增强。松江被誉为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创新

策源地，可谓实至名归。

数字里看“门道”，
松江基础研究发展投
入趋势演进

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发展动力

之根本在于创新力”。道理言简意赅，做

起来却非常难。因为创新非常“昂贵”，

基础研究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这里

的金钱即R&D经费。

松江R&D经费投入再创新高的数

据里，我们看出两个“比较”。一个是，松

江自“十三五”以来，非常注重发挥科技

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不断加大R&D，

由“十二五”末的3.58%上升到“十三五”

末的4.59%，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较“十二五”时期末翻番，艰难的“爬

坡”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另一是，松江

R&D研发投入强度在“十三五”时期末

的基础上，于2021年又攀升至5.38%，不

仅在全市各区中跻身“第一梯队”，在国

际上也堪比发达城市水平。成绩实属来

之不易。近几年，笔者一直关注、跟踪松

江的发展，目睹过“十二五”时期末，松江

一些落后产业显出高能耗和高污染之

弊，地方财政增幅等多项核心和先导指

标落在了各区“尾部”。当年看来，将“尾

部”变为“头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五届松江区委以来，敢破善立，大刀阔

斧地推进“转型”“创新”，穿越风雨，披荆

斩棘，从而走出了新路。

6年多来，松江锚定高质量发展，狠

抓“转型升级”，发展硕果累累。在工业

互联网领域，松江的国家级产业示范基

地，已集聚200多家代表性企业；人工智

能方面，伴随亚洲最大的腾讯长三角AI

先进计算中心落户，800多家企业在此构

筑了生态优势；航空产业方面，松江引导

中小企业与中国商飞对接，助力大飞机

国产化发展；在卫星互联网前沿，松江

“G60星链”产业基地建设不久前启航，

未来不仅将具备每年300颗卫星的产

能，还将打造全球低轨宽频多媒体卫星

网，更多以“松江”命名的卫星有望升空

入轨。创新力，已成为今日松江发展之

“长板”。

基于此，今年1-9月，松江区规上工

业企业数跃居全市第一，工业产值第二；

进出口额居全市第二，达2773.8亿元,同

步增长15.2%。从结构上看，松江以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6+X”战

略新产业为支撑的实体经济呈现强劲的

韧性和成长性，战略新兴产业占规上工

业比重达66.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从发展潜能上看，松江近期有270家企

业被新认定为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

同比增长119%，增量创历年同期新高，

辖内国家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总数

为653家，位列全市第二。合同外资已

经完成全年指标，到位资金超去年全年

水平。“长三角G60科创之眼”一期项目

以及其他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新项目签

约落地总投资超670亿元。

引领创新实践，松
江企业主体作用呈“一
道风景”

2021年，松江R&D经费投入中，企

业成为“主力军”，引以为傲。

前不久，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曾公开

呼吁，“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也要成为主

力军、生力军”。其背景情况是，在我国，

高校才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第一主

体，而国家重要基础研究成果里，由企业

做出的并不多。而松江拥有一个可喜现

象：企业成为基础研发投入主体。

有一家企业叫“创远信科（上海）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射频通信测

试技术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近三年

来，他们用于研发投入累计超过3亿元，

占营收比重约40%，跻身2022上海高新

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百强榜。正是依靠持

续的研发投入，该企业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难关，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截

至去年底，他们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364

个，其中67%都是发明专利。他们立足

松江，面向海内外，是行业的龙头企业。

在松江，与创远信科一样的优质企

业已然成为“一片树林”。

2021年，松江企业能级不断提高，带

来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潜力、后劲和韧

性，也推动了G60科创走廊创新要素、创

新平台的集聚，创新功能和创新层级的

升级。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松江企业

R&D经费投入为84.03亿元，比上年增

长26.2%，占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量

的87.7%。松江企业研发投入净增量为

17.47亿元，占松江全社会研发投入净增

量的84.6%，拉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23.2个百分点。

数字表明：企业是松江的研发主体。

在企业成为主力军的同时，松江

R&D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的局面还呈“多

头并进”。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研究

机构等其他R&D经费投入为11.79亿

元，比上年增长37.1%，净增长3.19亿

元 ，占全社会 R&D经费投入总量的

12.3%。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带

动下，松江的企业、高等学校、政府所属

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三驾马车”都实

现较快增长，由此拉动松江全社会研发

投入经费持续增长，并促进长三角G60

九城市“比翼齐飞”。

重森林也重“树
木”，松江R&D人才队
伍蔚为壮观

科研与创新欲落地成为社会发展进

步的动力，根本在于“人才”。

我们看到，在近几年松江R&D经费

投入呈持续向上抛物线的同时，相关从

业人员也在不断成长壮大。2021年，松

江区全社会R&D人员为31451人，比去

年净增6865人，同比增长27.9%，按实际

工作时间计算的 R&D人员全时当量

22734.7人年，同比增长16.5%。其中，企

业的 R&D人员 26214人，比去年净增

4801人，同比增长22.4%。企业对研发

人才的引进持续加大力度，使得松江聚

天下英才共建创新策源地，研发力度持

续走强。

据了解，目前松江院士（专家）工作

站数量已达到64家，累计引进合作院士

25名，专家225名。松江先后引进承接

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

项目和脑图谱大科学计划的G60脑智科

创基地、上海市首批启动的18家研发与

转化功能型平台之一的上海低碳技术

研究院、上海分析技术产业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辰山园区、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等高水

平科研机构以及腾讯科恩实验室、优图

实验室等全球顶尖数字研究室等，打造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战略科技

力量。松江吸引陕煤来此建立研发中

心，中科大长三角产业技术研究院落户

大学城双创集聚区。Wiley-G60研究

院、长三角石墨烯常温高导新材料应用

研究中心也即将落户松江。重大科研平

台与松江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松江大

学城高校等形成合力，催化“科创蝶变”，

使一些曾被“卡脖子”的科研技术在松江

得以突破。

推动科技发展需
“多砸钱”，更需“善
砸钱”

政府有政府的职能，企业有企业的

使命。从各国的发展实践看，科学革命

不是靠规划能出来的，但科学革命带来

的产业发展是可以规划的。制定产业规

划，建设产业园区，完善产业政策，是“政

府有为”的重要手段。这方面，松江提供

了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样板”。

松江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

地，秉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科创不动摇，

促使全社会R&D经费及投入强度保持

较快增长，科创驱动发展的效应进一步

显现。

回望发展之路，松江曾相继出台一

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以及分析技术产业集

群、工业互联网等细分领域政策，譬如

《关于加快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建设

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

等。“政府有为”所具有的发展能量，被

注入市场后所形成的势能是可观的，

甚至是惊人的。单就松江高新技术企

业而言，他们从2015年末的469家跃升

至2021年末的2306家，数量上翻了两

番，稳健地迈入了全市“第一梯队”，创

造了逆环境中的发展奇迹和令人瞩目

的“松江速度”。松江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项目数量也随之逐年攀升，该区有效

期内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303项，居全

市前列，有力驱动“松江制造”迈向“松江

创造”。

牢牢盯着“未来趋势”和“世界先进”

的发展目标，在“转型”和“创新”上狠下

功夫，不仅仅需要向科技前沿“多砸钱”，

更需立足解决发展的痛点而“善砸钱”。

松江胸怀“国之大者”，以长三角一

盘棋的格局，主动出击，打破行政壁垒，促

进政策协同，坚持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

动，闯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转型新路。

刚从北京出席党的二十大归来的松

江区委书记、二十大代表程向民坚定地

表示，要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全力建

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松江贡献”。是啊，咬定青

山不放松，发展是第一要务。松江R&D

经费投入数据，折射出一个独立的长三

角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品质所在和能量所

在，也透露了并非密码的“密码”：把新发

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科

技第一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坚持人才第一资源，打造众人青

睐的人才发展生态；坚持创新第一动力，

让创新之源泉澎湃于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这，正是松江在历史方位和战略空

间上实现开创性突破、赢得跨越式发展，

从而成为今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创新

策源地的一大奥秘所在。

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副处长薛博

仁曾作出如此评价：“近年来，松江区聚

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持续优化

科技创新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高

新技术企业为主力军的创新主体蓬勃发

展，创新研发投入增长趋势明显，体现了

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发展后劲。”

从松江“R&D”数据读创新发展密码
松江一跃成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创新策源地探秘

萧丁

心볤믡쳃컄뮯틕쫵山탄

G60车뒴心새

店몣�즽쫀쎯훞볊뻆뗪

学실폚쯉붭듳톧돇뗄뮪뚫헾램듳톧

（供냦춼욬쳡릩：队몣짣펰췅뛓）

泾쯳퓚웴뗏뫓（山즽）车벼풰뗄쯉붭쿖듺폐맬뗧뎵

松江在迈向
长三角独立综合
性节点城市的建
设中，正散发越来
越浓的科创魅力。

在长三角广
袤的大地上，松江
“一城”何以成为
沪浙苏皖九城市
科创走廊创新策
源地？前不久发
布的2021年松江
全社会 R&D经费
投入统计数据，让
人窥见其“创新发
展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