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优化服务链，大力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
产业竞争力，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和环
境建设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15 家国家
级产业化基地和特色产业基地通过科技
部复核。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全社会研发经
费强度

2014 年，上海市 R&D 经费内部支
出 861.9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85.17 亿
元，增长11.0％；R&D占GDP的比重为
3.66％，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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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海市共有科技活动人员
45.1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4 万人，增
长 4.5％。全社会研发人员按照执行部
门分，科研机构 29343 人，高等院校为
22198人，企业达 111535人。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

2014年，上海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 量 23.7 件 ， 居 全 国 第 ２ 位 。 2014
年，上海市专利申请量 81664 件，比上
年下降 5.5％。全市专利授权量 50488
件，比上年增长 3.7％，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量 11614件，比上年增长 9.1％。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被引
用次数

2015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 《科学》 上发表论文 18篇，占全
国的 26.1%；在 《自然》 上发表论文 23
篇，占全国的 25.8%；在 《细胞》 上发
表 6篇，占全国的 54.5%。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及其他重大科技项目）

2014年，上海新增承担国家各类基
础研究项目合计 3673 项。上海获国家
基金委项目 3592 项，经费合计 25.59 亿

元，比上年增加 6.46％。承担重大项目
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数增长显著，比上
年增长 50％。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上海以建设世界级研发中心为目

标，启动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１期
建设；推动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
院建设；国家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获批立项。航运技术与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设施农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半导体照明
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科技
部验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上海全年科技部支持国际合作科研

项目 23 项，支持经费 4500 万元；市科
委支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71项，支持经
费 5000 万元，支持和鼓励全市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围绕科技、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点需求，同境外企事业科研单
位和专家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科技合
作，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

4.政策保障
主要发布了以下政策，推动科技创

新：《关于加快上海创业投资发展的若
干意见》《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4—2017
年）》《关于促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 （2014 版）》《上海市推
进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2014—
2016）》。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上海大力发展高端制造装备，推进

重大装备自主创新。在半导体装备领
域，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研制的刻
蚀机获韩国厂商重复订单，上海凯世通
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太阳能离子注入机实
现海外销售，睿励科学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的 TFX3000 光学测量设备通过韩
国三星验证，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成功研发无水氟化氢干法刻蚀设
备并实现销售，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司 成 功 研 制 4.5 代 扫 描 投 影 光 刻 机 产

品。在航空航天装备领域，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的 ARJ21 支线飞机完成
适航取证，获首架公务机订单，Ｃ919 大
型客机航电综合试验台交付，平尾部件
装配正式开工，首架机在浦东开始结构
总装。

全市生物医药经济总量达 2482.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5％。在药物领
域，全市获 7 个新药生产批件，18 个１
类新药完成临床研究，74 个 3 类医疗器
械产品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交首
次注册申请。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上海共设立科技兴农项目 113 项，

其中攻关课题 36 项、推广课题 31 项、
种业课题 13 项、转化课题 2 项、引进课
题４项、基础性课题 27项。

3.民生科技领域
在数字生活、互联网金融、科技服

务等领域继续开展创新服务模式探索，
形成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成果和颇具活
力的“四新”企业，成为改善民生的有
力支撑。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4 年 上 海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金 额

667.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占全国
的 7.8％，对上海 GDP 的贡献为 2.8％；成
交 25238 项，比上年下降 4.0％；平均成
交 金 额 超 过 264 万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1％。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进展和成效

科技小巨人工程进一步完善组织方
式，突出市场导向、任务导向和效能导
向，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 63家、科技小
巨人培育企业 148 家，市、区两级政府
支持经费 2.96 亿元，携程旅行网、虎扑

（上海）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百视通新
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利用新技术推
动新商业模式的企业脱颖而出；拓展后
补助支持手段，围绕企业“软实力提
升”开展金融专题培训、研发项目管理
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科
技小巨人 （培育） 总裁培训班、产业链
上下游对接等服务。

（以上数据由上海市科委提供）

加强科技创新，建设智慧城

市和人才强市。科技、人才、信

息化是现代城市的先导要素，决

定上海未来。要坚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把科技创新、信息化

发展和人才建设作为创新驱动

发展的核心举措，构筑有利于重

点突破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

——摘自 2015 年上海

市《政府工作报告》

□ 2015 年 1 月,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京召开。上海共有 54 项牵头及合作完成的重大
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获奖总数的
16.5%，连续 13年保持两位数的高水平。

□ 4 月，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
正式对外开放。

□ 8 月，国际学术期刊 CellResearch 封面文
章介绍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
研 究 所 段 胜 仲 研 究 组 的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High-
saltprimesaspecificactivationstateofmacrophages,
M(Na)。该研究发现了具有独特活化状态的巨噬细胞

“M(Na)”，揭示高盐饮食是肺部急性炎症的风险因素
之一。

□ 10 月，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5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东郊宾馆举办。

□ 11 月，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总
装制造中心浦东厂房内总装下线。至此，经过 7 年的
设计研发，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正式下线。

□ 11 月，第 17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
开幕。

□ 11 月，上海市软科学基地——知识竞争力
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 《2015 亚太知识竞争力
指数》 报告，上海位列第六，已连续三年位居前十
名，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竞争力最强的地区。

□ 11 月,我国 ARJ21 支线飞机从上海飞往成
都,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这标志着我国走完了
喷气式支线客机设计、试制、试验、试飞、取证、生
产、交付全过程,具备了喷气式支线客机的研制能力
和适航审定能力。国内航线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喷气式
支线客机。

□ 12 月，《上海市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
意见》 正式发布。

□ 12 月，科技创新板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正式开板，标志着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又一重磅举措落地。

优化创新链 沪上谋发展

当前，上海正按照中央要求，当好改革

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为中国经济

升级版发挥示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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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更好地服务国家

战略和上海发展。

一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科技创新

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

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充分发挥市

场导向作用，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我们正研究制定改革和完善

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通过成果收益权

和处置权的下放，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实施

成果转移转化。

二是要加强科技创新的前瞻布局，努

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核心技

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自主创新。

要持续稳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既要着力

解决应用性基础研究问题，也要大力支持

科学家自由探索。

三是要打造科技人才的高地，让创新

队伍更加强大。弘扬注重创造、注重开放、

敢冒风险、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着力

打造适宜的事业平台、营造广阔的发展空

间、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使上海成为各类

人才创新创业的福地。要坚持培养与引进

相结合的人才发展机制，加强高水平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科技创业人才的培

养使用。

四是要培育创新生态系统，让创新环

境更加优化。我们要着眼于培育创新主

体，积极构建创新创业的服务体系。要营

造好的文化环境，鼓励探索，宽容失败。要

营造好的金融环境，丰富科技的金融产品

与服务。要完善政策和搭建平台，使得科

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通道能够更畅通。要加

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全面加强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2015年 11月 2日，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厂房内总装下线。 （资料图片）打 造 全 球 科 创
中 心 还 需 努 力

上海市副市长 周 波

常兆华 1979—1987 年在上海机械学院动力工程系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6—1997 年间任 ENDOcare 公司研发副总裁。1998 年回国创建微创医疗器械（上
海）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常兆华主持了国家发改委重大专项、863 国家重大科技攻
关、上海市重大产业化项目等数十项国家和地方级重大科研、产业化项目。2016 年 1
月 8 日，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微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平台”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组二等奖。

“创新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整个生活环境和

社会环境有关。全社会必须营造一种宽容失败的氛围，创

新者才会诞生和脱颖而出。创新要欣赏失败，失败了，至少

说明你勇于尝试，敢于担当。”

常兆华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封东来是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他曾先后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上海市青
年科技杰出贡献奖等奖项。2015 年，由他领衔完成的“铁基超导体电子结构的光电
子能谱研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封东来带领团队利用基于同
步辐射等先进光源的国际最先进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技术，对相关的超导电性和磁
有序现象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封东来
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除了坚定的科学信仰，科学还需要内在的传承，导师

所做的工作是科学精神代际间的传播，而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是其中的关键。我希望学生明白，基础研究是

因为乐趣，因为热爱，才会有创新。”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