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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新引擎动能澎湃上海创新引擎动能澎湃
站在全球化浪潮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交汇点，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笔，书写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阵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海近年来持

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成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从人工智

能到生物医药，从集成电路到绿色低碳，上

海正以系统性政策支持和生动的创新实践，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政策赋能

上海将科技创新视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通过“政策工具箱”的精准发力，构

建起覆盖创新全链条的支持体系，政策红利

正转化为企业创新的“燃料”。

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今年 5 月，上海正式出台《关

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加快科技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供给侧、需求侧、

环境面 3 个层面推出 16 条举措共计 39 项任

务的改革“组合拳”。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翟金国

表示，该意见是以制度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改革性文件，重点突出 3 个改革导向：

系统性、集成性和协同性。主要聚焦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创新关键环节补

齐链条、完善优化工作机制等方面，构建起

支撑科技创新全过程的服务体系。

产业发展涉及布局规划、投融资政策、营

商环境、人才战略等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些环节如同土壤、阳光、空气和水，构筑起

企业和产业链蓬勃生长、发展壮大的生态环

境。上海各区齐头并进，从各个环节持续发

力科技创新，为科创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松江区不断集聚科创要素，加速推动先

进制造业发展。近年来，松江区先后出台了

《松江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 年）》等综合性政策和专项行

动方案，目前电子信息产业智能终端细分赛

道的行动方案与专项政策也在抓紧研究制

定中。通过不断丰富政策供给，为提升产业

发展能级与推动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提供科

学指引和路径支撑。

随着“科技回归都市”成为全球城市发

展的新趋势，地处上海市中心的虹口区积极

布局半导体 IP 等新兴产业，激发中心城区的

发展新动能。虹口区区长吕鸣表示，虹口前

瞻布局 IP/EDA 设计、光电芯片等细分赛道，

通过政企合作、揭榜挂帅等方式打造瑞虹天

地芯片设计特色楼宇，全力支持安路科技、

维安电子等半导体企业做强做精，加快集聚

芯耀辉、曼光信息、矽昌通信等芯片设计细

分赛道的领军企业。

金山区正以“一核多点”的产业布局为

引擎，在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生物农业及健

康食品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打造长三角生

物制造创新高地。金山区委书记刘健表示，

金山区将竭诚提供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倾

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让更多生物制造领

域的前沿技术、创新项目在金山落地生根。

金山区依托“湾区生物医药港”，形成了

生物医药产业“研发—转化—制造”的完整链

条。目前已集聚 115 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

65 家为规上企业。在生物材料方面，金山聚

焦绿色转型，碳谷绿湾的“生物材料湾”正在

努力打造长三角具有竞争力的生物材料研

发生产基地和转型发展示范区。

上海市闵行区依托“大零号湾”，深入实

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打造科技人才高地

建设主引擎。为加快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闵行区科委实施全球引才三年行动计

划。通过做强上海市海聚英才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做优春申金字塔人才学院，加速高端人

才集聚。同时，闵行区与上海交大、华东师

大、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发布

人才政策，成立“大零号湾”人才服务联盟。

企业领航

从具身智能到 AI 革新，从新能源材料

到智能制造升级，上海企业以“十年磨一剑”

的定力，攻克“卡脖子”难题，重塑产业竞争

格局。

走进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

的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只见一台高

约 130 厘米的机器人在“拿针给葡萄穿线”，

它还会骑自行车。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它叫

“智元灵犀 X2”，有高自由度运动能力，搭载

情感计算引擎，具备通用任务执行能力，同时

还具备运动智能、交互智能、作业智能。

“在智元灵犀 X2 的本体设计中，融合了

技术人员的创新思路。我们把机器人的硬

件 系 统 抽 象 出 了 一 系 列 可 复 用 的 核 心 组

件。”智元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彭志辉表示，“通过这些组件，我们能够快速

搭建起一套完整可靠的人形机器人系统。”

让机器人能够灵动自如活动，曾经是摆

在智元机器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借助当

前最火热的大语言模型技术，我们还为 X2

训练了定制的多模态交互大模型——硅光

动语。”彭志辉告诉记者，在这个基础上，通

过边缘侧大脑、端到端的模型架构以及大量

的工程优化，让机器人拥有了毫秒级的交互

反应。

如今在上海，AI 行业持续变革，从技术

突破到场景落地、从产业集群到跨界合作，

让人工智能成为助力区域经济升级的“核心

引擎”。其中，在徐汇区，稀宇科技、商汤科

技、阶跃星辰、无问芯穹、星纪魅族、特赞科

技和斑马智行 7 家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共同构

成“北斗七星”矩阵，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超

级节点”。

“目前国产模型端和芯片端各自繁荣，

异构芯片多需定制才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无问芯穹在云端和终端实现了多种

大模型算法在多种自主硬件上的高效协同

部署运行，致力于在国内算力市场格局相对

分散、高端算力受限的情况下，实现不同模

型 和 不 同 硬 件 之 间 的 统 一 部 署 与 联 合 优

化。”无问芯穹副总裁兰斌表示。

更多创新的“星星”在徐汇区人工智能的

天空中闪耀——秘塔科技、无限光年、它石智

航等 10 家“群星企业”共同搭建了涵盖 AI 核

心技术研发、底层算力支持、应用场景开发、

技术商业化等在内的完整生态链。通过“7+

10”乃至“+N”的矩阵构建，徐汇区正以“中国

方案”给出答案——未来的科技创新，属于开

放协同的“星系”，而非孤独的“恒星”。

跨界合作，更能实现科技发展“1+1>2”

的愿景。不久前，联影集团旗下子公司联影

微电子与天猫健康、京东健康分别正式签署

战略协议，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协同各

自优势，共建“医疗级产品+医疗级服务”的

医疗级听力康复新生态。联影高级副总裁

俞晔珩表示，线上渠道是触达千家万

户的重要路径之一，希望通过与

头 部 互

联 网 电 商 平

台全面合作，共同打

造创新的线上服务链条与

生态。

生态共荣

上海的创新实践证明，政府、企业、科研

机构、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需深度融合，构

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创新网

络，进而实现科技创新的“生态共荣”。

年轻化，正为上海的科技创新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作为初创企业的无问芯穹，从

种子期起便在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创始团

队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推动成立，首席执

行官夏立雪是位“90 后”。

自无问芯穹成立之初，浦发银行就开始

接洽其创始团队。目前，浦发银行已成为无

问芯穹主要合作银行。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科技金融部总经理钟泉说，浦发银行不仅提

供金融服务支持，也正在与无问芯穹深度协

同，加速推进在异构 GPU 训练场景以及端

侧推理相关场景中的合作。

浦发银行徐汇滨江支行选址于西岸国

际人工智能中心，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

阿里巴巴、期智研究院、未来智能等 AI 龙头

企业为邻，搭建了科技—金融生态闭环，构

建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这

一战略布局为后续服务“模速空间”大模型

社区奠定了坚实的物理基础，形成了“滨江

支行服务西岸智塔 AI 企业、徐汇支行服务

模速空间大模型企业”的双轮驱动格局。

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上

海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正在通过

深化科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同

创新，构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创新生态体系。其中，闵行

区致力于打造“大零号

湾”这一环高校科

创 带 ，让 科

技成果

从 高 校

落地企业。

在上海大零号湾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亚云看来，“大零号湾”建

设的重点，就是要在创新源头和产业集群

之间形成一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集聚

区，通过校企合作推动产教深度融合。高校

的科技成果引领着企业的创新，企业提出的

创新需求、在核心关键点的布局，也与高校

形成有效联动，良好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企

业落地。

位于“大零号湾”的上海快特声学技术

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海军，是上海交大机械与

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说，

公司创始团队将充分发挥机械工程学科特

点及多领域人才优势，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

全球协作则是实现开放创新，提升国际

竞争力的关键一环，上海始终以开放姿态融

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持续推动跨国科技

合作。

近日，在 2025 年浦东新区科技节开幕式

上 ，浦 东 新 区 大 企 业 开 放 创 新 中 心 计 划

（GOI）再迎重磅升级，拜耳、辉瑞、索尼等新

一批共 5 家跨国企业加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正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科技创新资源。从政策体系的

持续优化到企业主体的能级跃升，再到

科创生态的持续发展繁荣，这座城

市正向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加 速

奔跑。

机 器 人“ 上 学 ”记
本报记者 唐一路

自己可以爬山、系围巾，甚至还可以领跑马拉

松⋯⋯人形机器人的“酷炫”操作其实离不开机器

人 的 专 有 训 练 。 在 上 海 张 江 有 一 所 特 殊 的“ 学

校”，学员是一群萌态十足、一板一眼的人形机器

人，在“正式上岗”之前，它们要在差异化的场景中

集训。这里便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

心（以下简称“国地中心”）打造的具身智能训练

场，已于今年正式投入运营。

根据规划，上海力争在“十四五”时期末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打造 10家行

业一流的机器人头部品牌、100 个标杆示范的机器

人应用场景、1000亿元机器人关联产业规模。在打

造全国首个超 5000 平方米的虚实融合具身智能训

练场方面，国地中心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在国地中心训练场，有的机器人在“衣帽间”

练习衣物床品整理，有的在“3C”制造区装配电子

零件，还有的正在接受工程师“手把手”训练⋯⋯

国地中心总经理许彬说：“人形机器人行业要突

破，不能仅靠企业和创业者单打独斗。国地中心

的使命就是面向行业共性和痛点问题，集合政产

学研用各方力量打造赋能平台，服务包括整机、零

部件、软件和算法等在内的整条产业链。”

训练现场，一台身高超过 180 厘米的人形机器

人伸出了五指手，准确地抓取桌面上随机摆放的

面包，再灵巧地将面包放入旁边的篮子里。其中，

43 个主动自由度代表了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比较

顶尖的硬件设计水平。不仅腿脚快，还能躲避障

碍，双手也非常灵活，能精准抓取 2 厘米的小物件，

还能使用工具在小米里挑芝麻。

“这是全球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开源公版机

‘青龙’。”许彬说，促进和牵引人形机器人行业发

展是国地中心的定位、使命和职责。具体规划了

5 个方面的功能：共性技术开发、培育重点产品、建

立健全生态、推进行业落地和建立对人形机器人

全行业的支撑。

国地中心作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首个国家

级公共平台致力于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新发

展。许彬说，国地中心加速填补规模化异构人形

机器人的数据建设空白。目前国地中心单日每台

机器人能采集 300 条至 500 条数据，数据场采集的

能力大概每天有 3 万条。今年还将加速建设数据

采集队伍，同时协同产业各方，争取在一年内收集

1 亿条数据进行人形机器人智能模型训练。同时，

推动具身智能模型发育。目前国地中心已打造了

小中模型先行验证，大模型预训练与迭代升级的

模型训练方案；建立了多维度评估体系，推动人形

机器人核心算法以及机械本体适配度持续优化，

最终训练兼具多任务、跨场景、跨本体特性的人形

机器人基础大模型。此外，还将打造多元异构人

形机器人的预训练模型管理和具身智能推理系统

软件等。

“希望通过国地中心降低社会研发人形机器

人 的 门 槛 ，进 而 带 动 全 国 人 形 机 器 人 产 业 的 发

展。”许彬说。

近年来，上海以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为战略使命，聚焦强

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主线，从政

策赋能、机制突破、未来布局、生

态协同等维度，在基础研究支持、

未来产业培育、产学研融合及科

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大力创新实

践，积极打造以新质生产力为导

向的科技创新范式，不断加快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和科技创新高地。

上海科技创新新范式的核心

在于“政策精准性、生态开放性、场

景包容性”的深度融合。首先，基

础研究先行，这是基于源头的科创

生态奠基。上海把握科技创新规

律，构建长期稳定支持高风险基础

研究机制。2024年上海修订《上海

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明确财政

科技资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不

低于三分之一。基础研究先行区

启动建设，并设立“探索者计划”，

引导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基础

研究。

其次，创新网络协同，引导深度

融合的创新生态形成。上海重点推

进区校合作推动“0 距离”转化，深

化高校与区域协同创新；并以创新

生态发展完善为目标，积极构建企

业引领的协同创新网络。比如张

江科学城通过国家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开源“青龙”机器人平台，降

低行业研发门槛，吸引智元、傅利叶等企业参与生态共建。

再次，科创融资支持，推动金融血脉的全程覆盖贯通。

通过金融资源配置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上海正在构建

“双中心”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以金融体系赋能科技全生命

周期。比如，上海不断发展完善科技创新风险投资的模式

机制，推出“先投后股”试点，政府与社会资本共担早期风

险，宝山区通过该模式支持 20 个硬科技项目，撬动社会资

金 1.5 亿元。此外，人工智能二期基金、120 亿元科创授信

等工具，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通过创新

“投贷联动”机制，引导资本精准支持科创企业。

最后，制度体系改革，建立科技创新保障体系。上海不

断推进赋权改革激发科研活力，健全完善创新治理体系。

通过扩大“揭榜挂帅”应用范围，试行“以赛选项”“以投代

评”等筛选机制；率先试点科技成果“完全赋权”模式，赋予

科研人员对职务科技成果的完全所有权。同时，不断构建、

完善科技创新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如

新微创源设立概念验证中心，通过“投孵联动”加速硬科技

项目商业化。

总之，制度改革是动力，要通过赋权改革与容错机制建

设，释放科研活力；生态协同是关键，产学研深度融合需政

府、企业、高校共同构建创新联合体；前瞻布局是基础，未来

产业需打造动态管理机制与提高全球化资源适配能力；金融

赋能是保障，要运用全周期资本支持体系降低创新风险。未

来，随着“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等一系列科创生态

综合载体的发展，上海将进一步打造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

展的核心引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汇智聚力优化创新生态

李建伟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位于上海浦东张江模力社位于上海浦东张江模力社

区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区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在测试机器研究人员在测试机器

人性能人性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限公司，，国产大型邮轮二号船全船国产大型邮轮二号船全船

贯通后进入贯通后进入设备设备、、系统调试和内装系统调试和内装

工程阶段工程阶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 55 月月 2727 日日，，东航东航 CC919919 已累计安全飞行超已累计安全飞行超

22..88 万小时万小时，，执行商业航班超执行商业航班超 11..1414 万班万班、、承运旅客突破承运旅客突破

157157 万人次万人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治国李治国 唐一路唐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