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语录

2014 年，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培
育持续深化，创新服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
高，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鼓励万众创
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一、要素投入及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全社会研发
经费强度

全社会研发投入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稳步
增长，2014年预计上海全社会R&D经费投入相
当于GDP的比例为3.60%；一般公共预算科学
技术支出安排258.5亿元，比上年增长3%。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每万
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科技从业人员 1349016 人；中高级职称
占比 13.48%；本科及以上人员占比 39.82%；
科技活动人员占比 35.65%。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2014 年，上海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
权量持续增长。2014 年前 11 月上海专利申
请量为 72089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34351 件，同比增长 1.6%；专利授权量为
45294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0441
件，同比增长 5.4%。2013 年，上海每百万人
口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1621件。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
被引用次数

2014 年前 10 月，分别在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科学》《细胞》《自然》及专业子期刊发
表论文 6 篇、3 篇、15 篇和 128 篇，分别占全
国总数的 18.2%、21.4%、17.6%和 30.5%。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
增加值的比重

2014 年前 11 月，累计高技术产业产值
为 5886.75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20.1%；战
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产值 7311.83
亿元，同比增长 5.7%。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4 年，上海共获国家“973”和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 20项，占全国的 13.16%；获国家
基金委项目 3338项，经费合计 21.14亿元。

在继续组织优势力量争取“极大规模集
成电路装备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网”等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同时，加
快现有任务的组织实施。单反应台等离子体
刻蚀设备、200毫米SOI晶圆生产线、40纳米
北斗导航芯片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加快
突破和产业化，抗阿尔茨海默病 1 类新药
971、抗心衰新药重组人纽兰格林进入临床。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4 年，上海光源 2 期、蛋白质科学设
施加快建设。成立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打
造世界级研发机构；筹备成立上海材料基因
工程研究院，加快国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建
设。2014 年，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完成验收。至此，全市有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 40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18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12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378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继续加大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育支持
力度，启动实施面向 32 周岁以下科研人员
的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开展学科带头人

“一带一”模式。上海现有两院院士 167 人、
“千人计划”专家 626人。

4、政策保障

颁布并实施《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预算
评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科研计划
项目（课题）财务验收管理暂行办法》、《上海
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巡查管理暂行办法》。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4年，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网
络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着力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积极培育带动性强、

发展潜力大、技术密集度高、低碳环保的先进
制造业，多项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取
得新突破，一批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应用。继
续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新材料和新工艺
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研发，取得阶段性进展。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科技惠农持续发力。聚焦种源科技创
新，重点加强蔬菜、高档花卉等农业新品种
的种质研发，育成一批动植物新品种并在上
海郊区示范推广；围绕区县农业科技发展需
求，重点加强全市水源地农作物秸秆处理、
蔬菜生产机械化等科技攻关。

3、民生科技领域

着眼社会民生热点，强化顶层设计，多
方联动促进科技惠民见实效。如布局宝山区
南大地区、普陀区桃浦工业场地土壤污染修
复，PM2．5 来源快速解析及大气环境承载力
等重点项目，部分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国家
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
点实验室建设获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完成
崇明生态岛建设国际评估，建设模式获得联
合国广泛认可。

围绕化学药物、生物制品、中药、医疗器械
四大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前瞻性布局新药临床
前及各期临床、中药大品种的二次开发等一批
攻关项目；聚焦发病率高、危害程度大的疾病组
织联合攻关，布局实施了乳腺癌、白血病等系列
重点项目，多项重点产品和技术取得突破。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3 年，经认定登记的技术交易合同
数 26297 项，合同成交总额 620.8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5.5%。技术交易领域主要集中在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以及生物医药和医疗
器械技术领域，成交额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
总额的 72.9%。2013 年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
交额由上年的 210.2 万元上升至 236.1 万
元，增长 12.3%。

5、每万元 GDP 能耗

2013 年上海全市单位 GDP 能耗和规模
以 上 工 业 单 位 增 加 值 能 耗 分 别 下 降 了
4.32%和 3.99%。2014 年全市单位 GDP 能耗
预计下降 8%以上。

□ 3 月，扬子江药业上海海尼

药业“院士工作站”获批在沪揭牌，首
次医药技术交流与项目对接会启动。

□ 4 月，上海超级电容公交车

科技成果出口欧洲登陆成功，未来三
年将陆续出口到以色列、保加利亚等
国家的纯电动公交车达 600 台，成交
额约 2亿美金。

□ 5 月，上海建造的第一座自

升式钻井平台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位于临港的海工基地交付使用。

□ 6 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举

行“2013 年上海市专利情况发布会”，
首次全面发布了上海专利申请和授权
的年度情况。

□ 9 月，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

在中国商飞公司新落成的总装制造中
心开始机体对接工作，标志着 C919
大型客机项目研制迈出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一步。

□ 11 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

十二届必比登挑战赛上，上汽集团旗
下的新能源车队，力压宝马、戴姆勒、
PSA 等国际品牌，包揽纯电动组、混
合动力组和燃料电池组三项全球第
一。这是国内新能源车第一次收获

“大满贯”，标志着国产新能源车进入
世界第一阵营。

□ 11 月，由我国自行研发、设

计、建造的第一艘 8.3 万立方米超大
型 全 冷 式 液 化 石 油 气 运 输 船（VL-
GC），在 上 海 中 船 长 兴 造 船 基 地 命
名。打破了日、韩在该船型领域的技
术封锁和长期垄断。

□ 11 月，在 2014 第三届上海

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上，5 毫米的
北斗导航芯片正式亮相，宣告了北斗
导航系统的关键设备将进入消费电子
领域。

□ 12 月，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

基金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专注于
天使投资发展的政府引导基金并接受
相关机构申请。

□ 12 月 ，我 国 自 行 研 制 的

ARJ21－700 支线飞机获型号合格
证。这标志着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支线飞机即将开启商用历程。

迈向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迈向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创新数字创新数字

“团队研制出自固化钙磷基‘人工骨’系列产品和工程

放大，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说，钙

磷基生物材料的转化机理及新生物性能研究揭示的科学

规律正是硬组织修复材料开发和制造的奠基石。”

金东寒是我国著名的动力机械工程专家，我国特种发动机动力系统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

人物。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

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特种发动机专业试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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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特种发动机专业试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金东寒
中船重工第七一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 年，我们研制成功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我国第一台特种发动机原理样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

锁，使我国该型装备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今后，我想继

续把发动机的事情做得更加完善。”

刘昌胜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十几年来，刘昌胜团队的“人工骨”累计在全国 500 多家医院使用了 24 万例，在骨科、脊

柱外科等领域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刘昌胜团队研发的钙磷基生物材料的转化机理及新

生物性能研究项目，获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人才大举措，深入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建设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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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个创新强市。近年来，

上海秉承科技引领发展，以实施“创新

伙伴计划”为载体，聚焦智能制造、数

字服务、生物医学、绿色能源四大领

域，开展平台建设和创新活动。上海

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紧贴时代发展要

求，坚持开拓交流渠道与深化现有合

作并重，促进上海与先进国家和地区

在创新创业、技术转移与产业合作等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自贸区的成立、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紫竹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进一步为创新

增添了活力。对于创业公司，上海市

还提供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其中，科

技金融渐成规模，政策服务惠及科技

型中小企业，中介服务日趋活跃。

上海在一些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工

程领域取得了突破。如大规模集成电

路、重大新药创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

动通信网、北斗导航芯片。上海也加

快了开发的步伐，力图成为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

总体来看，上海市创新能力处于

全国前列，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为创

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先发优势。全球

化的环境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

略，催生了上海市建设成为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上海市需要进一步开放

投资环境，加强人才的国际流动，推动

知识、技术的获取和转移。（作者为中
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
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创新强市持续领跑

柳卸林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吴 凯 李治国整理

图为投资逾 12亿元的中国重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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