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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咸 研 究 

•

西咸研究院                          2020年 6月 12日 

丝路科创谷发展战略规划专题调研组 

5 月 20 日，西咸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室组团赴上海张

江科学城开展交流考察工作，现场调研有关考察点，与上海

科创办（以下简称“科创办”）产业促进处处长李祖兴，科

学平台处胥喆处长以及科技金融处副处长闫雪花同志就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金融服务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并赴张江

科学城规划展示中心参观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家层面部署安排情况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要求上海加

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全面落实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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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建立由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共同牵头推

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上海市长共同任领导小组科创中心

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会议推动相关工作，推动形成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上海方案”，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有

效措施。2016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同意建

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二、上海市委、市政府推进情况 

一是开展大调研。2014-2015 年，上海市开展了为期一

年的大调研，凝练形成 22 条关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政策

建议，并决定在国家实验室、功能性服务平台、功能聚集区

和创新集聚区四个层面开展重点工作。 

二是健全组织架构。上海市委、市政府成立领导小组，

明确科创办具体负责落实国家和上海市决策部署。2017 年 7

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复原则同意《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

2018 年 5 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重组上海推进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办公室，调整张江管理体制，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三是明确科创办职能定位。上海科创办为上海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的执行机构；承担国务院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的上海办事机构日常工作；承担上海市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承担上海张江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四是创新政策体系。市委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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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创新与产业的匹配度、学科与产业的匹配度、人才

培养和产业的匹配度、金融体系与产业培育的匹配度等。另

一方面，充分考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等基础平台

的税收贡献和科技贡献。 

三、张江科学城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是注重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张江科学城重点在“四大”

方面发力，包括大科学设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项目、大

科学机构。大科学设施即在建及建成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

13 个，主要是上海市前期投入。大科学计划即人力表型组、

暗物质计划等国际合作程度高的预研合作。大科学机构即探

索国际顶尖科学家、研究所在沪开展研究的机制，由原来的

项目为主，逐渐过渡到能力建设、任务建设为主。大学科项

目即主要围绕产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研究，弥补由科学

到技术再到产业链条的缺失环节。 

二是注重产业聚集发展。提出研发产业化、技术商品化

的总体思路，出台政策探索科研成果定价机制，要求转化前

确权；培育第三方机构，进行市场价值评估和二次开发；知

识产权由重量向重质转变；资源投入要向主导产业聚集，包

括引进高校、院所等以及重大设施的建设。 

三是注重科技金融保障。金融是科技产业的血液，其流

动方向就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景。上海市金融平台管理的

资产有十万亿，但用于上海的3000亿左右，通过政府引导更

好发挥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为此，上海市财政出资50亿

元成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增信；通过贷款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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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担保费用、降低利率等形式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四、启示与建议 

尽管都是创建科学城，但我们与张江所处的环境有很大

的不同。应立足当前，从正反两面审视前期基础与发展机遇，

正视科技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现实，抓住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建设新格局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快速推进中国

丝路科创谷规划和建设。具体建议如下： 

（一）建议加强前期调研，梳理建设需求，制定相应政

策。张江科学城均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基础，他们花费较长时

间进行调研和研究，以期更好的进行顶层设计，避免一些不

必要的失误。为此，建议组织全省内的创新资源调研和分析，

专题研究资源整合和投入策略，并凝练形成政策制定的指导

思想。 

（二）建议进一步研讨和明确丝路科创谷科研主导方向

和产业。张江科学城主导科研方向和产业明确、竞争优势明

显，为此，应以现有产业和科技资源优势为基础，充分论证

适合丝路科创谷长远发展、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主导产业，以

便在后期发展中快速集聚资源，形成产业聚集优势，打造亮

丽名片。 

（三）建议加大基础资源建设力度，搭建产业生态基础。

陕西省具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严重

缺少，公共科技资源平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能够满足企

业创新的配套设施不多，难以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长期

发展。因此，建议加速推进 Z 箍缩设施等多个重大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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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相关工作，力争将其列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并

加大前期投入，大幅增加获批的可能性。另外，建议统筹建

设区域科技资源共享中心及服务主导产业的测试及验证平

台，搭建产业创新和发展生态基础环境。 

（四）构建科技金融政策系统，充分利用市场推动作用

和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建议系统研究张江等发达地区及国

外科技金融相关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市场对产业

的推动作用，带动科技创新；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

的杠杆撬动作用，形成“科技创新—技术孵化—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的资金链闭环。 

 

 

 

 

 

 

送：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