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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策源能力是一种原创能

力，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就是生命

力。同样，它也是张江科学城创

新驱动发展的引擎和影响力之

源。

“策源”一词来自“策源

地”，指事物初始发生的地方。

在微创集团总部，数年前就打

造了一块“策源地”，这里是微创

人创新的摇篮，更是一处“才财

汇聚之所”。人才是实施创新的主

体，资财则是创新的基础，唯有才、财

汇聚并融合才能推进企业战略的实

施，让企业持续稳步发展。

一个好的医疗产品的诞生，绝不仅仅

是科技创新，而是经过“科学技术、工匠精

神、艺术品位、人文情怀和自由思想”5个

要素之间的激烈碰撞并找到平衡点之后，

才能诞生的。微创的发展，一直专注于自

主创新，在多项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上

取得突破——首创以“创新反应炉为核

心”和“线—站”为特征的流水线创新体

系，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是微创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99%”的“尽精微”是几十年如一日、如一

分、如一秒般对完美细节锲而不舍的追

求，是坚守初心的定力，是对不顾一切贪

恋“求高”和“做大”之虚荣心的免疫力；

“1%”的“致广大”是指与“中国梦”融为一

体的企业信念、远景和使命。

对于张江科学城来说，“创新策源”这

个词本身也暗含着张江科学城与创新企业

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成就的关系。我认

为，“创新策源”其实有两层含义，“创新”这

一层面与企业密切相关，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组织创新，都应该由企业积极思考并付

诸行动。“策源”更多与政府相关，政府在人

才、政策、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

以支持，在关键时刻托一把、拉一把，打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后一定会迎来累累硕

果。而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势必又会通过

创新产品、创新运营模式反哺社会，推动国

家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国际经验表明，世界著名生物医药中

心城市大多以研发、创投、总部功能突出

为创新策源生态的特征。在西方，生物医

药领域的创新案例比比皆是，仔细观察和

研究，会发现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比

如，它汇聚有世界顶尖高校、优质的临床

医学资源，还拥有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

学、新材料及化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

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这三类优质

资源高度聚集在同一个地区，让创新研究

信息的沟通、交流相当便捷，通过三者的

紧密互动，创造出大量基础研究成果，成

为创新转化的丰富源泉。

由此，张江科学城应对标国际一流水

平，在创新策源成果创造中引领国内乃至

全球创新发展。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张敏）

新时代，张江再出发

在浦东最早的四大开发区里面，

张江的起步相对较晚，但科技创新

的需求让它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尤其是 1999年市委、市政府制定

的“聚焦张江”战略决策，以及

2017年市政府同意《张江科学城

建设规划》，张江实现了两次重要

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张江承担了

浦东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成就了今

天的张江。

现在，张江科学城焕发出源源不

断的创新活力，一批基础成果竞相涌现，

一批技术突破捷报频传，创新资源加快集

聚，创新生态日益优化。今年 1-5月份，

张江科学城实现逆势上扬，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为 1126.05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全市 9.3%；固定资产投资 157.73亿元，

同比增长 23.6%，占全市 5.8%；实到外资

12.39亿美元，同比增长 53.98%，占全市的

14.6%。

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的主战场在张江，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在这

里加快集聚，这是张江的核心竞争力。我

们常常梦想一个场景，希望在张江能够有

一个国家实验室的片区，今后如果在里面

散步，迎面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或是一位科学家。

我们也可以看到，疫情期间，张江企业

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生物医疗领域，检测试

剂、疫苗研发和医学监控，都有张江企业的

身影。还有医疗器械领域，来自张江的机

器人为武汉作了很大贡献，有一些可以提

供不接触的CT检测，还有一些机器人可以

替代护士在病房进行工作……这说明，张

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主导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张江的科技

人才集聚效应在不断放大，人才制度和政

策创新的推进、人才服务水平的提升、人

才安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让张江集聚了

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

产业化能力的领军人才。张江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和高品质城市功能也在不断

优化和完善。交通体系方面，已经有 4条

地铁从张江走过，张江的教育、医疗、商业

正在不断完善，甚至“张江房”现在也是浦

东的学区房之一了。

面向未来，张江将聚焦科学新发现、

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抢

占基础前沿科学战略高地，构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体系，打造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地，率先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张江科

学城，以此承担起原始创新策源地、前沿

技术制高点、高端产业增长极、改革创新

示范区的重要任务。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王延）

优化张江创新策源生态 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 上海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彭崧

大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都有一个或多个高能级科

创要素、高素质科创企业、科研机

构、研究性大学高度集中和综合

集聚的区域。

目前，上海的科创中心基本框

架已经形成，但更要找准问题，深

入认识上海科创中心的弱项。

首先，上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

创人才还有欠缺，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

数量和水平同北京、纽约、伦敦等差距较

大，尤其在诸多高新领域存在较大人才缺

口。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

网，包括生物医药方面的技术人才都不

够，而这些都制约科创策源能力。

其次，基础研究原创策源能力不足。

上海研发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占比与世

界前十国家的平均水平，乃至北京都有差

距。据有关调查，上海国际基础研究开放

合作度不够，这将影响上海在世界原创和

基础方面的影响力。

第三，研发创新的应用与转移转化能

力不强。上海高校专利申请量增长较快，

但专利转化率低，仍有不少“僵尸专利”。

第四，科技创新与高科技产业集聚区

的集中集聚度不够。上海科技园区、集聚

区功能定位大同小异，产业特色不突出，

集聚度不够，带动作用不强，上海科技创

新管理体制机制效率不高。

针对上述弱项，建议聚焦张江在实现

上海科创中心方面的创新突破，着力提升

张江集中度、显示度，带动上海科创中心

功能突破。要把握大势大局，紧抓张江科

学城建设，加快形成创新策源地，发挥带

动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

中心的功能作用。

同时，还要保持战略定力，有序扎实

地推进张江科学城建设，把准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功能定位，把张江建设成我

国和上海开放度最高、体制机制最活、激

励政策最优的人才特区；集聚市场主体，

完善以科创企业为主体的“官、产、学、研”

互惠互利、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制机

制；用好上海开放优势和国际金融中心功

能，强化张江集聚世界创新资源、创新企

业、创投资本的独特能力；大力建设绿色、

智慧、宜居的科学城。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张敏）

聚力打造上海科创中心核心集聚区
□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社科院院长 张道根

对标一流 引领创新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微创医疗集团董事长 常兆华

7月28日对张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8年前的这一天，张江拉开了开发建设的序幕。28年
后，由浦东新区政协创设的观澜论坛也在这一天正式启幕。首期论坛以“创新·策源·生态——优化张
江科学城建设与发展之我见”为主题，为助力“十四五”张江科学城发展规划编制、提升科技创新策源
功能、更好地落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国家战略建言献策。

论坛现场，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展开互动交流。 □本报首席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