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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08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詹镭

刘大伟委员：

您好！

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上，您针对关于推动长宁区高

质量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您提到了长宁

在生物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和存

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具体建议，对我区推进科技中心建设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科技创新创业载体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趋势、有效满足网络时代大众创新创业需求的新型创业服

务平台。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更是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承载体。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对于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激发大众创新创业活力，特别是培育各类青年创

新人才和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从“0”到“1”的飞跃具有

重要意义。

高质量孵化器是以全球一流孵化人才为核心牵引，聚焦

硬科技创新策源、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高成长科技企业孵

化以及全要素资源整合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服务机构，是本市

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产业领域聚焦、专业能力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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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范效应明显的高质量孵化器，带动全市孵化器从基础

服务向精准服务、从集聚企业向孕育产业、从孵化链条向厚

植生态转变，引领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撑国际科创

中心建设。

在生物医药产业上，要立足“虹桥之源”“数字长宁”

核心品牌优势，推进生命健康产业链高效协同，加快建设生

命健康科创高地，推进大虹桥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建设。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长宁区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

根据《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管理办法(试行)》分类，

本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包含：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以

及科技园三类。目前，长宁区现正运营的 22 家，其中众创

空间 17个（包括国家级众创空间 7个、市级众创空间 10个）、

科技企业孵化器 3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2个。区内科技创新

创业载体按其入驻对象和服务特色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

为各具特色的联合办公，主要服务初创型团队或企业。例如

鼎创汇、苏河汇等；第二类为整合空间各类资源，在细分领

域上为创业者提供精准服务。例如联通创投、马克沪等；第

三类为空间运营主体以成长期的小企业为服务对象，整合各

类社会资源加速企业发展。例如 U-CUBE等。

（二）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情况

根据市科委统一部署，2021年对于历年来科技创新创业

载体进行重新入库工作，经过此次重新入库工作，新进一批、

淘汰一批、保留一批，培育了新微智谷等一批有自身经营特

色的载体，同时也继续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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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创新链逐步成型。一是探索政府、科研院所和高等院

校合作共赢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支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面向示范基地产业定位开展成果落地。科委依托“新微智谷”

这一创新平台将微系统所的技术优势、新微集团的产业化、

资本等优势（中科院微系统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化平台）

与长宁区数字产业优势相结合，构建产学研转移转化平台；

二是推动高校科教智力资源与市场创新资源紧密结合，支持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盘活载体资源，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创业孵化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创新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大学

科技园在示范基地内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推进东华大学从

国家级众创空间、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到国家大学科技园的

全链条科技、时尚创新创业孵化体系。

区科委依据《长宁区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办法》（长

科委规〔2020〕1号）政策条款要求，每年开展对各科技创

新创业载体上一年度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工作。2023年度对于

区内科技创新创业载体进行考核，从各创新载体的内部管理

运作能力、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创新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方面对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众创空间等进行指

标评估，考核结果 3 家优良、7 家良好、4 家合格，拨付奖

励资金 825万元。

（三）生物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全区生命健康企业区级税收连续三年保持同比 25%以

上高速增长，区域内也集聚了丹纳赫、贝泰妮、联影医疗等

一批知名企业，落地了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大虹桥服

务站、上海市美丽健康产业协会等一批功能性平台，打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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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元山”等一批载体项目，为打造孵化培育体系奠定良

好基础。

按照企业相对集聚、主导功能突出、空间高效整合、区

域融合发展为导向，着力构筑东、中、西三个片区，形成以

西片区“大虹桥生命科学创新中心”为核心区，中片区和东

片区为特色功能区的三区协同发展空间布局。

（四）下一步举措

1、目前，东虹片区内还未布局专业的生物医药孵化器，

我们将充分考虑提案提出的建议，并结合片区现有载体资源

和项目建设情况，以企业相对集聚、主导功能突出、空间高

效整合、区域融合发展为导向，探索并积极引导高质量孵化

器团队在临空落地。

一是生命元山产业园方面，该项目计划打造面向长三角

的生命健康产业中心。依托投资方东久资本的产业优势，积

极与其沟通探索“众创空间+孵化器+产业园区”孵化培育体

系导入的可能性。

二是工贸小区城市更新项目方面，该项目将充分利用其

工业用地的稀缺性，为生命健康企业尤其是具有研发和实验

等需求的高能级项目，提供优质载体供给。同时，为进一步

营造更好的生命健康产业生态，研究推进引入高质量孵化器

团队，探索“国有+市场化经营”的孵化器合作模式，提升

产业浓度和创新活力。

2、推动设立临空产业基金。深化临空产业基金课题研

究成果，引入知名基金机构，共同设立临空产业基金。基金

投向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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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园区综合优势和产业基础，整合基金参与方的核心资源，

推动创新要素集聚，强化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构建“投资-

孵化-服务”的闭环生态，进一步促进临空园区服务功能优

化，多维度助推企业成长。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年 4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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