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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00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詹镭

台胞台属界别：

台胞台属界别提出的关于“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长宁区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推动全区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位置，推动科技创新与城市更新双轮驱动、相互

赋能，以科技创新激发老城区的新活力，打造“上海硅巷”

科创街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中的积极作用，主动探索一条科创回归都市、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长宁新路。

一、激发创新活力，引到科技创新回归都市

优化科技创新载体布局。长宁区结合城区载体布局特

点，打造开放式、创新型、产业化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东、

中、西”联动发展的创新活跃带。东部片区以“上海硅巷”

科创街区建设为核心，重点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金融科

技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与中科院微系统所、硅酸盐

研究所等合作，加快布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创新产业集

群，重点打造新微智谷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新技术产业孵化空

间。中部片区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服务街区品

质和智慧化水平持续提升，助力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周

边区域的数字化转型。西部片区支持“科研、转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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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配套”为一体的功能性平台落地，形成一批主题鲜明、

相融共生的特色产业园区和优势产业集群。

推进“上海硅巷”建设。制定出台“上海硅巷”科创街

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充分发挥街区现有特色优势和资源禀

赋，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为着力点，以创新驱动发展、培育

区域经济新动能为主线，进一步促进区域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和高质量发展，培育开放创新生态。组织召开“上海硅巷”

早餐会、产业科普专题调研会、室内机器人学习全球挑战赛、

芯镜&硅来、中美青创大赛、创新说等活动，引进数字化转

型与先进制造技术论坛、脑机接口产城融合会议等品牌活

动，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氛围。

打造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长宁秉持“容缺、容错，扶

新、扶特”的理念，厚植包容审慎的宜创土壤，积极整合各

类创新资源，探索和开放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在智慧医疗、

智慧商业、智慧教育、智慧生活、智慧养老、智慧文旅、智

慧交通、数字治理等多个领域，引导应用场景开放和示范应

用项目建设，推动实现企业发展和产业惠民的有机结合。按

照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围绕医疗、教育、文旅、

出行、养老、社保、家园等 7个数字专项行动，支持区内人

工智能企业积极参与市、区试点场景建设。智慧医疗、数质

教育、数字家园、数智扶助等 5个项目列入上海市城市数字

化转型（生活领域）揭榜挂帅场景创建示范工作。教育数字

基座建设获教育部科技与信息化司领导高度认可。

二、聚焦产业转型，推动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长宁”战略驱动下的创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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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长宁集聚成长，成为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

的支柱性力量。2023年，610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实现综合

税收约 31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8%，数字经济占全区税收

比重达 55%，全区亿元以上交易量的电商平台 29个，电子

商务平台交易总额位居全市第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总

量位居全市第三位，营收同比增幅居全市首位。

人工智能异军突起。作为长宁区的重点产业之一，人工

智能产业正在长宁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产业

链关联企业超过 700家。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集聚

了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分布在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金融科技、智能零售、智能家居、游戏娱乐、机器人等

多个领域，形成了梯度发展的格局。既有科大讯飞、爱奇艺、

嬴彻科技、易立德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也有矽睿科技、西

井科技、嘉峪智能、假面科技等在细分领域独具技术优势的

潜力型团队，还有黑湖科技、晓途科技、麦歌恩等一大批在

细分领域领先的创新型团队，成为我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融

合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建设。聚焦数字经济产业高地打

造，依托虹桥上城等一批产业地标项目，高度关注产业互联

网、生产性服务业、数据要素交易等新趋势、新技术、新业

态。积极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拓展，重点布局数字消

费等新赛道。排摸树立了一批以百秋、史泰博、黑湖智造、

飞书深诺等为代表的生产性互联网平台，举办生产性互联网

服务平台沙龙，共同探讨你拍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百秋和黑

湖被授予“虹桥生产性互联网服务高质量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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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健康领域发展。依托生命元山、大虹桥生命科学创

新中心，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智慧医疗、益生菌、细胞与基

因治疗等细分领域的优质企业。赛傲生物在市科委指导下筹

建的“上海干细胞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绩效评

价，是商务部发布的 8项最佳创新实践案例之一；罗氏诊断

—兰卫医学精准医疗示范实验室正式挂牌，聚焦精准医疗，

推进感染和肿瘤等应用领域的开发与落地；上生所、兰卫认

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上海干细胞、翼健、贝泰妮、国药

血液制品被认定为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加快联影医疗、虹桥

上城等在建项目施工，力争年内基本完成实物工作量。

三、聚焦新赛道，打造可持续的创新氛围

长宁区聚焦产业新赛道产业，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

带动效应，注重引进各类创业投资基金，以创投力量赋能重

点产业创新发展，推动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圈。目前，区产

业引导基金所投子基金已积极投资于部分 AI相关领域优质

企业。下属国企国资公司已参投部分基金投资项目，如璞跃

基金。相关投资合作方团队聚焦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化，

关注产业数字化转型、元宇宙科技和前沿成果转化技术。

积极拓展资本合作领域，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招商引资、金融业务合作、重点

园区建设、人才共建等方面探索开展合作；与璞跃中国开展

合作，推进上海璞跃赋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落

地，探索推动设立国际开放创新中心、大企业开放创新联盟。

通过搭建高质量的行业交流平台，促进企业间的互利合

作，构建企业创新生态。2023年，围绕生物医药、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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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加速国际化布局、智能网联汽车、大语言模型、工业互

联网等，与 JP摩根、国投招商、江森自控、英特尔机器人

创新中心、易立德等行业头部企业或创投资本开展合作，举

办 21场长宁创投沙龙，推动创新创业创意创投“四创联动”。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持续推动“虹桥智

谷”CTOU首席技术官联盟活动。2023年结合技术发展趋势

和产业热点，先后举办了以“数联未来，解构 GPT新机遇”

“大语言模型与机器人融合创新的未来”为主题的两场论坛

交流活动，来自高校院所的专家和我区优质企业嘉宾们聚焦

当下前沿技术趋势和热点话题，开展讨论交流，推动资源共

享，旨在抢抓以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速推进长宁区人工智能创新产

业的发展。

四、实施政策集成优化，强化政策支撑作用

长宁区构建全面系统的政策框架体系，将原来分散在各

条线的政策集成优化整合形成“1+1+N”政策体系，将重点

产业政策、科创、知识产权等内容纳入其中，进一步提高政

策实施和企业服务的直达性、精准度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政

策在产业发展、培育过程中的引导和助力作用。

聚焦到科创方面，长宁区以《长宁区鼓励科技创新的实

施办法》为核心，以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政策为支撑，构建

了相对完整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统筹协调的政策服务体

系，成为支撑和推动企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原政策于 2023

年底到期，新一轮鼓励科技创新政策和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将

聚焦关键硬核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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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创新环境，推动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变革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五、强化人才服务，打造良好的人才创新氛围

持续加大科创人才的吸引力度。综合运用人才引进直接

落户、居住证转常住户口、居住证积分“三位一体”的梯度

户籍政策，吸纳国内优秀人才。推动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回

国创业、海外人才居住证、浦江人才计划“四位一体”海外

人才政策在长宁先行先试和落地见效，大力吸引集聚海外优

秀人才。同时，通过特殊人才落户政策，引进一批社会经济

发展紧缺急需的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落实高层次人才专窗

服务，加大高层次专业人才吸引集聚力度。

科创人才服务提质增效。更新优化海外一站式服务中

心，与虹桥商务区携手设立“虹桥国际人才港分中心”，共

同打造西部地区人才服务综合体。围绕“虹桥智谷”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建设，在全区建成 39

个“虹桥人才荟”实体化站点，将科创人才服务资源下沉街

镇和社区，打造 “15分钟人才服务圈”，实现服务网络区

域全覆盖。强化科创企业服务体系，以三级人才服务专员队

伍为载体，推进专员“上门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和人才

的需求，实现服务事项点单式申请、非接触式办理、一对一

指导。

六、下一步思考

（一）打响科创品牌，助力“上海硅巷”能级提升。全

面推进“上海硅巷”建设，落实好“上海硅巷”科创街区三

年行动方案，整合各类科创要素资源，推动优质企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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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对接转化、场景应用落地等取得实效，形成一批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面向未来产业重点

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孵化一

批具有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培育一批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

新创业人才，实现东部“上海硅巷”科创街区能级整体提升。

推动西部“虹桥之源”科创街区建设，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促进科技回归都市、街区创新转型。

（二）聚焦硬核技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带动。聚焦硬

核科技研究，推动市区共建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积极参与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多元的协同创新模式，构建更富活

力的科技创新生态。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体系，进

一步加强政策资源整合、科技金融服务等，鼓励更多科技型

企业参与并承担部分重点科技项目研发与建设。构建长宁科

技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投资机构、研发平台等的创新

生态地图，助力提升区内创新载体能级品质，鼓励提升科创

载体标识度、贡献度。通过多层次人才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战略资源整合、创投资本赋能等专业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

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

（三）凝聚科创力量，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发挥政

府产业引导基金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基

金，支持培育初创型科技企业发展。持续举办创投沙龙，推

动产业与资本对接，激发各类主体在政策、科研、资源、人

才、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打造开放

共生的大科创生态。打造长宁金融园、西郊金融园品牌，建

设集产业孵化和投资基金为一体的投融资服务体系，搭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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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对接平台，服务科技企业发展。

（四）强化招商引资，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积极开

展“走出去”招商、营商合作伙伴招商、会展招商、云招商

等多渠道挖掘招商资源，拓展招商视野通过结合大数据平台

分析海内外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着力引进符合我区发展战

略的重点产业和项目；强化区域合作，拓展链式招商，促进

联动发展，通过布局全国的政企联合招商服务站进一步扩大

区域招商引资的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第七届进博会主题等，开展座谈交流活动，推动市场相

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强化分工合作，推动

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最后，我们感谢并欢迎您持续关注和支持长宁区科技创

新工作，与我们一道积极推动探索符合长宁特点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年 4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姓名：王建涛 联系电话：52388272

承办单位通讯地址：安西路 35号 邮政编码：2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