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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文件

长科委〔2025〕10 号

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第 107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詹镭

田奕委员：

您好！

在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关于深化推进长宁科

创街区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您提到了在“上海硅巷”科

创街区建设中创新要素交互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

具体建议，对进一步提升“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创新生态建

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在上海将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主线，源源不断地

形成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地向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的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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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务对接上海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长宁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

手。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上海硅巷”概况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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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巷”科创街区作为“科创中国”长宁试点区域，

规划范围东至江苏路沿线，南至延安西路沿线，西至凯旋路

沿线，北至长宁路—愚园路沿线，中间以武夷路、定西路支

撑形成“田字格”，总面积约为 1.48 平方公里。与其他科创

园区或街区相比，“上海硅巷”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一是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历史积淀丰富。二是老城区焕发新活力，

流量优势明显。三是各类空间无缝衔接，产城融合度高。

（二）“上海硅巷”的短板及不足

从产业定位方面看，有产业生态圈尚未形成，量级偏小、

协同不够、缺乏龙头和院所战略合作有待深入，对基础研究

的关注支持力度不够大、对创新成果的转化承接效率不够高

等问题。

从服务功能方面看，有科技创新孵化功能不足，创新创

业载体布局分散、规模较小、孵化功能不强和多元专业服务

功能不足，包括科技金融、功能平台和创新氛围不足等问题。

从整体环境方面看，有区域功能需要围绕“上海硅巷”

建设进一步整合；区域内仍存在部分低效用地，更新活化潜

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区域内人才多元配套服务保障有待完

善等问题。

（三）推进“上海硅巷”建设的举措

一是建设一家重点聚焦的高质量孵化器。区科委积极牵

头，大力推动建设“数字硅巷”高质量孵化器。明确高质量

孵化器运营主体，围绕先进半导体，即面向无线通信、光电

信息、影像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物联网的商业化应用场景

和超导技术，即聚焦超导传感器SQUID（超导量子干涉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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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探测器 SNSPD（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等产业推动

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同时围绕“上海硅巷”产业定位，建设

相关的概念验证中心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梳理“上海

硅巷”范围内的载体空间，为高质量孵化器建设供给孵化空

间。

二是进一步提升科创金融服务精细度与专业化。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为科创企业、人才提供多元化

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银行等机构与硅巷的合作伙伴

工作机制，丰富“金融助企”专项服务包。引导、支持金融

机构加大科技金融产品、技术创新，试点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丰富的投融资选择，满足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加强市区两

级政府引导基金联动，深化与市场化投资机构合作，积极争

取设立“上海硅巷”基金。

三是进一步营造科创氛围，培育活力生态。用好用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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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突出企业等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企业、

科研机构等在产创融合链条中的关键作用，支持重点科创企

业围绕产业互联网、集成电路等主题举办系列活动，争取更

多学术会议、科创展会落地硅巷。要将科创精神导入大街小

巷，依托钱学森旧居、历史名人墙、社区书院等一批人文科

普资源，挖掘科学家精神，为科创街区建设植入历史人文底

蕴。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5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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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姓名：马 焱 联系电话：22050931

承办单位通讯地址：长宁路599号931室 邮政编码：2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