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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项目

建成并通过验收。它是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打造世界级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首批重大项目。

▲

2017年11月、12月

两只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先后

诞生，这是世界首例通过体细胞克隆

技术诞生的灵长类动物。位于上海的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是此次课

题的完成单位。

▼

2017年5月5日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自行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

式客机 C919完成首飞。

▲

2011年5月23日

第六代半潜式 3000 米深水钻井

平台“海洋石油 981”正式交付用户。

从建造到交付，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历经重重挑战和考验，完成了这

份光荣使命。

▼

国产第一支青霉素，世界首次提取新颖结

构抗疟新药青蒿素，中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国产第一架大型客机 C919，世界首例体

细 胞 克 隆 猴 ，阿 尔 兹 海 默 病 世 界 级 新 药

GV-971……上海科技之窗展厅里，一个个

“世界首次”“中国首创”显示着新中国成立以

来上海科技创新的辉煌足迹。

上海用科学技术这把利剑披荆斩棘，展现

新时代“魔都”的无穷魅力。上海市科委主任

张全表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基本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正向实现核心

功能迈出关键步伐。以上海光源为代表的全

球一流大科学设施群基本形成，上海高新技术

企业近 1.6 万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建设大科学装置，硬核
实力上台阶

如今上海建设世界级大科学设施集群已

初步成型。在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装置支撑下，

上海多个研究团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开展系

列研究，2020年共计 9篇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发

表在《自然》《科学》《细胞》上。

随着基础科研取得突破，大科学装置的技

术水平也在不断精进。前不久，上海软 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调试工作连续取得突破性

进展，先后在 5.6 纳米、3.5 纳米、2.4 纳米、2.0

纳米波长实现自由电子激光放大出光，完成了

“水窗”波段全覆盖，表明我国在软 X射线自由

电子激光研制方面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未来科技的竞争离不开大科学设施的竞

争，我们一定会把手中的这个装置用好，力争

为我国科技创新做出重大贡献。”上海超强超

短激光装置主放大器系统负责人於亮红说。

作为我国第一台 X射线相干光源，上海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与上海同步辐射光

源、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超强超短激光

装置等一起，在浦东张江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和光子科学研究中心。

如今，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达到 14 个，数量和投资总额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2013 年上海全社会 R&D 经费

支出达 776.78亿元，2020年，上海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约 1600亿元，几乎翻倍增长。

攻克关键技术，敢啃
“硬骨头”

10 年前，站在从张江医疗器械园租借的

两个临时办公室门口，奕瑞科技的创业者们留

下了一张青涩的照片。10 年后，奕瑞科技打

破 了 国 外 对 平 板 探 测 器 的 技 术 垄 断 ，并 于

2020年 9月成功登陆科创板。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

发展的三大高科技领域。这三大领域的“上海方

案”已由国务院批准实施，在加快构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生物医药领域，全国第一个用于肿瘤免

疫治疗的 PD-1单抗药物特瑞普利、抗肿瘤靶

向药呋喹替尼、首个 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

尼拉帕利、近 17 年来国际首个获批上市的阿

尔茨海默症药物甘露特钠等重磅国产新药均

源自上海。5 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值从近

2500亿元增长到 3434亿元，年均增长 9.9%。

集成电路领域，中芯国际完成 14 纳米制

程工艺开发，盛美半导体开发出全球领先的单

片槽式组合清洗设备及工艺模块，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核心制备设备实现自主化……上海聚

焦高端芯片、先进制造工艺、关键装备与材料

等开展集中攻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2020 年 上 海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2071.33亿元，同比增长 21.37%。

“蛟龙”入海、“天宫”探月、“北斗”在天、

“墨子号”和大飞机飞上九霄……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出现的多项重大科技成果，每一项背后

都有上海科技的创新脚印。

聚焦航空航天及大飞机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装备制造及产业化应用，上海布局开展商

用飞机发动机、柔性宽带空间基站等关键技术

研究与验证，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天

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建设、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的建成及国产大型客机的自主研制

和规模化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

改革释放红利，增强创
新活力

在双创热潮的带动下，一大批高校院所的

科研人员走上了创业道路。上海交大教授顾力

栩就是其中一员。2016年5月，他在闵行校区的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创立了精劢医疗公司，带领团

队研发医疗机器人。2020年7月，公司研发的胸

腹腔介入手术导航及机器人系统完成了多中心

临床研究。“这几年，我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

施了‘阳光工程’，有组织地扶持师生创业。大学

老师创业再也不是‘灰色地带’。”顾力栩说。

“阳光工程”的背后，是市场导向的科技成

果转化制度的初步形成。“十三五”期间，上海

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关于

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意见》《上

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

2020）》“三部曲”，从法规、政策层面保障科技

成果顺畅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此外，上海还着力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

先后启动和推进了科创“22 条”、科改“25 条”、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一系列改革试点，为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科改“25

条”围绕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发展、激发广大科技

创新人才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改革优

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创新文化

建设6个方面，提出了25项改革举措。

《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聚焦赋予科研事业单

位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权、聚焦让科研人员敢啃

“硬骨头”、勇闯“无人区”等多个方面，为创新

提供了“上海方案”。

增强创新活力，改革释放红利。记者了解

到，在国务院已批复的两批36条可复制推广举

措中，有 9条为上海经验，占总数的 1/4。上海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企创新、科技金融、知

识产权、外资研发中心等9个领域，先后发布超

过70个地方配套政策，涉及170多项改革举措。

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徐枫表示，要聚

焦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科创中心策

源功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契

机，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凝聚共识、靠前服务，

为科创中心建设汇聚持续奋进的磅礴力量。

黄浦江见证着这座特大型城市前行的步

履，上海正扬帆奋进。

上海上海：：科技让科技让““魔都魔都””充满充满““魔力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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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第一支青霉素，

中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国产第一架大型客

机C919，世界首例体细胞

克隆猴……上海科技之窗

展厅里，一个个“世界首

次”“中国首创”显示着新

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科技创

新的辉煌足迹。

上海浦东“东大门”张江科学城，像一颗不停

跳动的“心脏”，为科学研究、产业创新、基础策源

提供着不竭动力。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7—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 4 次在上海考察都对上海科技

创新作出重要指示。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张江示

范区）一区 22 园作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

受到国家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重视，一系列政策推

动资源要素加速向张江示范区集聚。2020 年，张

江示范区内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约 1100亿元，占

上海市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十二五”期

末的 66%上升至 78%。张江示范区集成电路产业

销售规模达到 1798 亿元，连续 7 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占全国的 1/5。

张江科学城是张江示范区核心组成部分。

2020 年，张江科学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破

3000 亿 元 大 关 ，达 到 303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

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科技创新和新兴战略产

业的拉动。目前，张江科学城汇聚企业 2.2 万余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2 家、高新技术企业近

1700 家。

张江科学城内现有研发机构 313 家，占上海

市科研机构总数的 17.41%，上海光源、国家蛋白

质设施、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上海超算中心、

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等一批重大科研平台，以

及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同济大

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中科大上海

研究院、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医药大学、李政

道研究所、复旦张江国际创新中心、交大张江高等

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企业发展提供研究

成果、技术支撑和人才输送。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张江科学城

展示厅，在一个个高技术展台前仔细观看。面对

现场的科技工作者，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时不我待，要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性。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正是我们这个阶段最重要最

关键的，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我们要把握机遇，创造

更优质环境，优化要素配置，努力实现更多重大科

技突破。

两年后，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浦东，参加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对

浦东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全力做强创新引

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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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加速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作

贡献。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

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条要求，体现了他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

视，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所所长陈凯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不负重托，把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

1’的突破。”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都是新兴科技领域十年磨一剑、动辄投资上亿的“硬骨

头”，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更是一张“冷板凳”，但这都代表了国家战略赋予张江的使

命。“现在来看发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大科学装置都是不断实现国家战略的过

程，也只有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这些领域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上海市推进科

技创新中心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彭崧表示。

如今，在张江科学城，众多跨国企业频频在已有外资研发平台基础上提升能

级。微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实验室、IBM Watson Build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西门

子医疗上海创新中心、默克技术与培训中心和上海创新基地等纷纷落地张江科

学城。

从 20 年前的集成电路到后来的软件信息，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从生物医药

到医疗器械，再到如今的五医（医药、医械、医疗、医学、医养）融合……张江科学城

在原有产业的土壤上，伸出无数垂直细分领域的枝蔓，又不断向上生长，攀登科技

研发的高峰。

在张江科学城 90多平方公里的产业版图上，位于中部核心区的张江人工智能

岛、位于南部区域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位于康桥板块的张江机器人谷，空间上看

似独立分散，实际相互之间又产生着必然的联系。

“通过塑造一个新的高地，聚集一个新的门类，可以带动原有产业发展更新和

迅速迭代。”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涛相信，随着集中度和显

示度不断显现，领域内企业到这里会发现人才好找、上下游好配套，逐渐形成“近悦

远来”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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