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文件

长科委〔2025〕5 号

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四次会议
第 100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詹镭

潘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海硅巷建设行动方案，提

升建设能级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区科委认真研究区建管委及华阳街道提供的会办意见，

并与建议委员进行了沟通。结合推进工作，形成答复意见如

下。

二、对建议的答复

（一）总体规划

长宁结合区域实际，把握科创回归都市机遇，积极探索

打造“上海硅巷”科创街区。2022年，区科委科协会同相关

单位成功申报创建“上海硅巷”科创街区。

2023年，区政府通过《长宁区全面推进“上海硅巷”科

创街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并正式对外发布。该方案划定了



硅巷的四至范围，梳理了五大板块科创基础及优势，设定了

四大具体任务及重点实施 6 大专项 12 个子项行动，提出五

条基础保障措施。

2024年，区委常委会承接区委重点调研课题——关于整

合科创要素资源，增强创新策源功能，推动“上海硅巷”科

创街区建设，并形成调研报告。该报告重点梳理了“上海硅

巷”科创街区主要情况和短板不足、对策建议以及成果运用

转化的具体举措，着力推进“七个专项行动”，促进调研成

果转化。

2025年，区领导牵头相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通过进一

步完善体制机制、梳理载体空间资源、培育高质量孵化器、

做优科创金融服务、提升街区形象氛围等举措，不断推进“上

海硅巷”科创街区建设。

（二）具体举措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顶层设

计、加快形成产业生态圈、不断优化服务功能、持续提升整

体环境，全力提升“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影响力。

1、关于探索科研项目协同开发模式的建议

为落实区委关于推动“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建设的重点

课题调研，区委常委会第一时间成立课题组，开展了关于“上

海硅巷”科创街区的资料梳理、数据分析、实地排摸、学习

考察、座谈交流、专题研究等调研活动，先后走访中国科学

院微系统所和中国科学院硅酸盐所、实地走访街区空间载体

及兄弟区、召开课题现场推进会、专题研究街区、具体项目



推进，推动科创孵化器等具体项目方案再细化、再聚焦。最

终，梳理出“上海硅巷”科创街区提质升级的基础优势及裉

节问题，研究提出符合实际、加快落地的思路举措。后续将

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工作机制。探索深化与高校、院所、

创投机构、服务机构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挖掘在地资源，瞄

准产业孵化培育与科研院所、高校基础研究的契合点，找到

发力点，形成院地合作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常态长效合作机

制。

为搭建合作平台，我们不仅积极发挥中国科学院两所成

果转化部门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的作用，为科创企业提供中试

和技术转化服务，同时，也发挥着新微科技集团、华泰创新

等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以市场化方式支持企业科技成果转

化和科技企业孵化。2024 年，“上海硅巷”高质孵化器建设

共同体成立，“上海硅巷”创新孵化平台建设启动。2025年

2月 12日，“上海硅巷”科创生态协同创新平台、“集成电路

应用创新概念验证中心”正式揭幕。

2、关于搭建激发创意交流和展示的科创服务场景的建

议

一方面，愚园路、武夷路等风貌道路建设成效显著，有

机融合街区休闲文娱、办公培训等配套功能，形成差异化特

色。先后重点打造了“硅巷 NO.1”、硅巷创客厅、武夷新象

限、翡悦里等科创空间，逐步推进平台载体导入，华阳街道

联合东华大学在创客厅设立的 SeekerLab数智服务实验室,为

双创人才提供实验性展示空间和交流平台。同时，2024年，



结合城市体检工作，区建管委牵头开展“上海硅巷”科创街

区更新提升研究，对标“上海硅巷”的创建目标，针对体检

中发现的空间载体、空间品质、设施配套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甄别具有更新潜力的资源地块，提出下阶段的更新方向。

2025年是长宁区第四轮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

行动计划聚焦重点区域，助力打造“上海硅巷”科创街区，

整合中山公园区域、愚园路、武夷路等现有文化资源，通过

城市更新盘活区域内存量载体，重点开展人民电器厂、新联

纺和武夷路 305、337 号等地块更新研究，推进延安西路轨

交站更新等公共设施优化项目，疏通区域慢行系统、推动企

事业单位附属空间开放、打造科创街区公共绿地，进一步提

升创新服务、住房配套、公共服务等功能，促进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科创企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我们结合区域历史人文资源、文创资源，以

更高浓度的科创文化涵养街区人文生态。持续培育“科字号”

社团集群、开展各类主题沙龙，办好创新说、“上海硅巷”

早餐会、创投沙龙、创投下午茶等系列活动，提升长宁区“科

技节”影响力和显示度，营造充分激发创造活力的科创文化

氛围。

3、关于完善信息服务与资源对接机制的建议

我们后续将在原有工作专班建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

确各单位责任分工，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形成组织合力，

通过专班推动健全平台、建强生态，高效链接先进科技成果、

科创企业及各类服务资源，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打造创客服务，建设孵化平台。通过打造“上海硅巷”

创客厅、推动建设高质量孵化器、提升完善硅巷 NO.1 创新

空间功能，进一步形成“上海硅巷”定西路“科创金三角”。

发挥首批金牌科技经纪人的桥梁纽带作用，衔接科技与产

业，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模式，做好科学家与企业

家链接的枢纽，不断引入新的科创团队、企业和人才。

建设全链平台，集聚多功能。以“虹桥人才荟”建设为

契机，使“上海硅巷”创客厅，成为集科技人才服务站、资

本技术链接点、产业生态协同“荟”、综合服务供给区于一

体的全链条创新创业平台，目前已集聚上海市新阶层科创服

务团“上海硅巷”首站、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基地“上

海硅巷”分中心、上海区块链技术协会、长三角科创金融联

盟等 10余家功能平台进驻。

发挥综合服务优势，强化资源统筹服务。华阳路街道作

为“上海硅巷”科创街区的重要承载区，积极促进院地合作、

条块联动、政企互动，发挥各类平台资源和智库作用，探索

构建涵盖金融支持、工商税法、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等

功能的全覆盖、全周期综合服务体系。梳理汇总形成“上海

硅巷”科创街区服务清单，为科创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努力

营造人才近悦远来和企业蓬勃发展的服务“软环境”。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5年 4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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