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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铁于加快推进我市大学科技园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j通知

各眩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各部、委、办、蹄，各

市级机关，书人E运团体：

集于加快推进战市大学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指母意先〉已经市

赘、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简意，现印发始你们， i凯人真贯彻孰衍。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8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大学科技园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进…步发挥大学科技园在上海科技制新中心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旦进科技、教育和经济融通制新，更好报务经济杜合发

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王克就加快推进我市大学科技殷

商质量发攘攘出细节擂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

以>:I近平新时代中黠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F 那λ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二三中、剧中金会精神，贯彻落实习泣平

总书记考摆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对称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以培育锋济发展新动能为目标r 以主毫升创新服务能力为着力

点，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技人才培养、集聚辐

射带动等核心功能，塑造品牌、形成特色、提升能锻，将大学科

技障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制新中心的重要策源地和承

载墙。

（二） ~基本藏则

……坚持目标定位， 1故强核心功能。留烧大学科技园的核心

拚能，提升技术转移、制业解化服务能力，使大学科技黯成为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首站w 和区域创新创业”核心群化因 If 0 

…一坚持正fK联动，强化开放协陶。深化高校校区、科技园

区、城市社区联动和融合，打道创新创业共同体，推动 H政、

产、学、研、金、服、期”等苦苦萦加快集聚，形成良好创新船业

生态，带棋大学科技础周边特色产业发展。

…一坚持乐范号i领 F 提升整体能钱。周铺重点区域、重点领

域，着力打撞一批学科特色鲜明、技术伐势明显、翻新哥哥素集

聚、服务功能黠藉的大学科技回来？在醋，强化品牌效应和引领作

用，捷高大学科技服整体发展水平。

叫一－坚持政革制革开，释放翻新？苦力。 JI国应大学科技圈发展需

求，针对体制凯制存在的瓶辙，力在放推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模式创新，切实摄高政府制新服务供给能力和东平，不断激发各

类虫体制新活力，提升制新体系运行史文能。

（三）主要踊栋

到2025 年，基本港成多擦次、开放性的大学科技腾体系罗

盘著提升大学科技爵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辛苦力支撑上

海科技偌新策源功能的提升。在全面拓展大学科技园发展内涵和

服务能力的基础上，金力打道3 唰 5 药是具有…；在影响力和品牌效

应的大学科技黯示苟酶，车道旁I带动高校周边高新腾区、产业园区

等形成若干产佳娥模达到千亿元钱的创新创业集聚眩，孵化培育

1 万藏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

二、主要任务

3 -



（一）优化大学科技躏功能及布局

1. 1i故强大学科技留核心功能。依托高校学科优势，克替技

术转移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信息供需对接，强化科技成果转

化功能。推进空间载体建设，提供解化士各地和服务，强化科技制

业孵化功能。开摄制新创业教育制实攘，培育创新精神和文化，

强化创新人才培韩非3能。加强区校资源互动，攒动孵化成熟的企

业做大｛削茧，向周边高新盟E豆、产业擂眩等转移，实现开放协间

发展，强化集聚辅射带动功能。

2. 强化大学科技腾空间布局。坚持 [lsj地制宜，结合高校实

际情况，布局建设大学科技服，实现高校校眩、科技服应、城市

牧区协i商发展。坚持国情施策，探索 M多校…翩” II眩校舍建”

等大学科技留建设模式，辛苦蚊整命并充分利用各樊创毫巨资源r 形

成开放、灾活、重各样、高效的发展格局。毛主苦苦货试雄区11备潜新片

区、长三角生态操色一体化发黑示范区相张？工科学城等重点眩

域，布腾建设大学科技剧。鼓勘和支持有条件的科研院所和居室疗

卫生机构建设科技蹄。

3. 开展示？在性大学科技黯建设。支持基脑操件好、管理运

行规菇、号i领带动力强的大学科技黠开壤升级试点，紧贴高校生

校眩，商饶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重点领域，打造一

批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及孵化为主要功能的大学科技E建末班

醋。实施大学科技因培育工程，鼓励我市相关高校充分依托优势

学料，始合所在眩域定位、产业布痛，建设各具特色、开放协商



的大学科技屈；支持有条件的大学科技臼升级建设国家银大学科

技醋。

（二）没摔高校的主三体支撑作用

4据推骂是高校创新资源开放共事。加强科技成梨信息共听，

构建科技成果项目瘁，落实科技成果倍思汇交工作机制。推动高

校科研基础设楠、大骂骂科研仪器、科技散据和医罢工民文献等向杜合

开放α 支持高校集成校内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输嚣、协间创新

中心和工程中心等研发设施，为创新制11'.:to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

务。充分幸自隅错息化平段，搭撞去平台，提升高校科技资摞利用

率。

5. 提升高校技术转移服务功能。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

科技成果转化备嚣登记等制度，键金科技成柴盒流程管理体系，

椎动更多高校科技成果夜大学科技黯内落地孵化。建设高校技术

转移服务体系，落实专门机构、专业骂人伍和专现经费，支持校内

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机构合作，？于艇专业化服务；支持校内技

术转移机构与大学科技黯联动，并将联动成效作为机构孀放评价

的重要指标。健金科技成果转化牧蓝分配机制F 可摄取科技成果

转化净收λ中不低于10 %的比例用于机构能力建设和人员提础。

将专职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纳λ专技揭俭，科技成果转化攒效可作

为专职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的重要依据。

6‘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支持科研人员以多种形式开展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鼓励高校师生放法合



规开展创新创业。高校要建立宪普创新船业实施办法。经单位允

许蹈，科研人员可利用职务科技成果创办企业，并率景相关优惠

政策。畅通科技成果作份投资操作路径和转化撰道，｛果糖各方能

法合规事5是税收优惠政策。

（三）加强大学科技酿能力建设

7. 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支持大学科我盟与社合化服务机

构开展食作，为创业企业牵挂E军队提供研发设计、拉验检谢、知识

产椒、按术咨询、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资产评他、法律、群务和投

融资等专业化服务。

8，培育创新偌业人才。通过设立创新创业课糕、校企共建

创业学皖、制新船业实践基地、实>:I 实告｜基； :l:菇、产敏融合平台等

j数径，为大学生搭建制革开销业实践平台，增强大学生制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倒新创业能力 F 培育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制业人才

黠鲁力量。

9. 构建高水平的创新合作网络。积极搭建高71(平台1J新平台 F

使进人才、政策、资本、结息等要素集聚和协同。发挥大学科技

园联盟等杆业组织的拂调促进作婿，加强大学科技部之间的锋验

交流、协商合作、资？原共事。建立与盟j乐知名高校、国际技术转

移机柏、国外制业孵化机构等的合作机制，促进制业留队、资

本、技术段向浇动。

（即〉增强旺域制新服务和承就能力

10”接高创新船业服务供给水平。相关眩要制定克普支持政



策，推动区内大学科技盟与社会化的科技企业解化器、众也j空间

和高新睦区等创新制业载体铺位发展，为大学科技腾制谴良好发

牒环境。着力优化区内土地供给，盘？击者广房等存量资掘，为创

新创业和产业转型发攘攘供空间。

11”~普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发挥市、区相关政府投资

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均设立大学生制新创业扶持基金、天

使投资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满足大

学科技腊肉企业企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建立多方风险共摆在月，

制，与银行、担保机构、保险公喝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为制业

企业和团队提供各费科技金融结货产品和摄务。

12脏提升周边丰士应支配套服务功能。围锵大学科技醋的布局，

不断提持高校周边杜[K配套服务功能，蹲过撤i若离品放、低成本

社眩建设，在居住、交酒、教育、醒丹、文躁、商务等方蔚为创

新制业者提供创业便捷、生活使轩的配套服务，形成3主制、宜

业、宜唐的创新制业环境。

13. 形成若干创新创业集聚眩。整合技术耀、创新链、产业

链资源，推培大学科技留内鳞化成熟的企业向周边高新黯眩、特

色产业醋区等转移，实现联动发躁。引导和支持一就创新实力

强、均高校学科关联JI高的企业、校友企业以及一就专业化、市

场化服务机构向大学科技部及其周边集聚。

（五）完善大学科技器治理体制机制

饵，理j顿大学科技困管理体制。将大学科技团建设发展纳λ



高校整体规划，与”现…流H 建设统筹海虑，加大对大学科技困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大学科技因与高校

创新管理、科技成果转化、据生制~、人才建设等部门的有效衔

接、联动发展。

15翩忧化大学科技幢楼营机制。鼓励盟有企业、民营企业特

别是垃头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投λ资金、土地、技术、管理

警多种模式F 委委主哥大学科技翻建设和培膏。忧化大学科技服法人

？合理结构，明确大学科技服这曹公需功能性公竭的性质，捷高可

持辑发殷能力；健全管理跑队和人才激融机制，在横交史评价、职

称评审、薪酬分配等方面实撞分类管瑰，培苔技术转移、创业服

务的专业化队伍。

（大）强化组织协调均配套｛呆在革

16，建立键金协调机艇。建立自市相关部门以及柏关区、高

校、大学科技腾等参加的市推进大学科技留高质量发展快调推进

机制， 1办i腾解决大学科技腾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机制

的具体工作出市科委、？管教婪报攒职责分工承扭。重要事项报请

分管市领导协调。

口，铺制实施大学科技蹦发撰规划。副市科婪、市教委会问

相关部门和相关在三、高校研究辅制便进大学科技摇发展规划，将

大学科技醒建设发展纳λH十四五w 时黯提升上海科技制新中心

能级谶划、 2自21 拍拍35 年上海中长期科技发展蠕戈lj 以及相关区

科技、敬育、产业将发展规划。



18. 强化政策引导支持力度。落实符合条件的大学科技自卒

受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增值税优惠政策。市、区相关部门

对大学科技即在土地规划、政扩建审挠、人才引进激勋、资金支

持等方面，始予优先支持。支持大学科技因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项器、初创部队、初创企业提供氓成本、便利化城墙和服务。鼓

助大学科技周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撒科技、产业樊明白，并给予

优先支持。引导符合条件的合，j ill:企业棋部队使用科技制新券，降

低制新研发成本。

19，探索创新醋有企业参与大学科技黠建设的体制机制。充

分发挥竞争提市属阔有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能力，功

能保撞类市j嚣躏有企业的西区服务保障能力，金融服务主要市属国

有企业面向科制捏中小企业的擦含金融服务能力， E疆有控股、参

般的各古建天使投资基金、热j验投资基金、私葬服极投资基金等的

资本带动能力。鼓励我市髓有企业积极投λ土地、资金、应用场

景等制新资攘，委害与大学科技阔及翻新制业集聚区建设，并将其

作为市属黯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相关市

属盟有企业加快相关区域内月号属地块转型商投性的有关费用，锋

认定后在考核中视罔子牙11}障。

20凋蕾璋宽容失败的环境。对大学科按国及其依挠高校、所

在区作出的有关创新制业决策来能实现预期目标， f盟符合法律法

媲及器康和我市有关规定，是勤魅尽费、来牟取非法利益的，不

作食面评价，依法免除相关资任。探索设立维包遵道，减少审毗



环节和流程，为大学科技蹦运营公司进行相关投资事项报告♀提供

便料。在国资投资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化等过程中发生投资失

败的，支持大学科技阻探索建立项目理出清理凯制。

21. 实施定期评估羁监督制度。市科委、市教婪负资对锻市

大学科技圆的管理和指导，研究制定大学科鼓踊分类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动态管理、定期评价、科学监督和优挺劣汰机制，将评

价结果作为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支持和寻i 导高校在“放一流”

建设中积极撞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并将建设成效铺λ我市高校分

费评份指标体系。结合大学科技踊及其周边创新倡业集聚的注定接

情混，委挠第三方评价机构应黠发布眩域制新j活力梅阁，为各区

眩域创新能力持矮摆开提供引领租示菇。

中共上海市赞办公厅 2告20 年8 月 25 日印发

由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