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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创新人才! 激活
创研院所 ! 扶持创投机
构 !搭建创业平台""黄
浦江畔 #新一轮浪潮正兴
起涌动 $ 人才名利双收 #

科技成果转化带来实惠
""上海正成为科技创
新的热土$

我们相信# 伴随上海
打造全球科创中心# 一系
列成就个体% 惠及民生的
科创 &红利' 也将如潮而
来 #澎湃起 &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的时代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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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名利双收”

! ! ! !创新驱动，实质
是人才驱动。集聚、
引进与发展创新人

才，是建设科创中心的
基础与核心。
对于国际一流人才，我国

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但
现行永久居留证申请门槛高、
申办流程长，被称为全球最难拿
的“绿卡”，而外国留学生毕业留沪
就业、外籍人才技术移民等机制也都
有待完善；国内人才引进方面，本市

户籍和居住证政策，仍将学历和职称
作为主要评分依据，对人才实际业绩
贡献关注不够，无法适应创新创业人
才的特点。

因此，上海将聚焦创新人才发
展，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实施更
积极的政策、更灵活的管理，强化人
才激励机制，健全人才评价市场，优
化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才的作用，使创新人才“名利双
收”、科技人才“双向流动”。

上海还将加强各类人才的生活

保障。例如，目前上海的医疗机构、国
际学校远不能满足海外高端人才对
医疗、子女教育的需求，而日益高涨
的生活成本，造成青年人才面临安居
难题。因此，上海将完善人才的生活
配套服务，解决国际国内人才住房、
医疗、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
司法保障同样不容小觑。知识产

权执法保护不足，权利人面临诉讼、
举证、维权难，上海将强化知识产权
等法治保障，依法维护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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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板凳不冷”

! ! ! !当前，科技人才
大量积聚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然而科研

经费管理和绩效工资
制度，未能充分体现智力
价值，导致引才、聚才、留才

难度加大。同时，高校、科研院
所与创新企业之间的流动制
度不活、不实、不畅，产学研用各
环节的协同创新存在障碍。

此外，高校、科研机构科研成

果与市场需求脱节，考核评价体系以
科研经费和成果获奖数量等为主，重
论文、轻应用的现象较为突出。科研
人员缺乏宽松的科研环境、自主择题
空间、持续支持机制，导致科学家无
法专心研究和潜心探索，难以涌现引
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世界级科学大师。

!"#$年 %月，上海出台《关于改
革和完善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
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
将科技成果使用和处置权下放至高

校和科研院所。然而，由于缺少实施
细则，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仍不顺畅。

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收益分配
制度的创新，必将带来实惠：鼓励高
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位，科技人员
在岗离岗创业；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分
类管理体制，扩大管理自主权和个人
科研课题选择权；研究体现科研人员
劳动价值的收入分配制度；探索上海
科研院所战略联盟，组织重大科技专
项和产业化协同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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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土壤”焕发生机

! ! !孕育科技创新中
心，需要服务人才的
环境与土壤。
目前，社会化、市

场化、专业化的创业服务
中介组织还不发达，创业指

导、成果转化、人事托管等创
业服务的机制尚不完善。以知

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为例，缺乏
知识产权评估、咨询、信息分析利
用等专业化服务，业务多数局限在专

利代理、商标代理登记等服务，针对
产品市场战略分析、风险评估预警、
托管和商用化等高端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不高。

因此，上海将促进科技中介服务
集群化发展，搭建集人才发展政策和
生活服务信息于一体的权威人才服
务平台，以及风险投资与科研项目对
接平台。

重点支持、大力发展研究开发、
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

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等专
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按照市
场化、专业化原则，加快推进技术评
估、知识产权服务、第三方检验检测
认证等机构改革，培育市场化新型研
发组织、研发中介和研发服务外包新
业态。

此外，还将吸引国际知名中介机
构来沪开展业务，探索建立跨国技术
转移平台，打通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的技术交易转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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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普惠”

! ! ! !建设全球科创
中心，实现创新链与
产业链的有效衔接，

研发机构与企业是成
果转化的主体。
张江地区创新资源较

为集聚，成为上海科技创
新的主战场。未来，上海将建设
一批科技创新集聚区，进一步

增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共性技术
平台支撑能力，健全运行保障机制，
充分发挥大设施之间的协同效应，
满足重大科学发现和先进技术研究
需求。

同时，由于缺少促进成果转化的
研发组织，技术难以得到有效转化和
推广应用，上海将支持各类研发创新
机构的发展，鼓励外资研发机构、跨

国公司、本土企业在沪设立研发中心
和实验室，参与本市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
节，市场则在创新要素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为鼓励企业参与科技创新，
上海将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并
试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普惠税制，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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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蓬勃发展

! ! ! !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
发展，需要改善创新

创业环境。
上海的创业孵化器

在全国发展较早，但具有品
牌效应和辐射影响的并不多。
创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依

然突出。以天使投资为例，政府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偏小，市场
化天使投资发展缓慢，缺乏促进天使

投资发展的特殊税制安排，难以有效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因此，上海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的
结合：吸引天使投资人和机构落户上
海，扩大政府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
模，强化对初创期、种子期的项目投
入；运用互联网特点，增强众筹对大
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

上海还将加快培育和发展众创
空间：搭建创客空间、创业苗圃、科技
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小企业创业基

地、创客学院、大学科技园等形式多
样的平台，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综合创
业服务。

更重要的，则是降低创新创业门
槛，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鼓励
科技人员、青年大学生、大企业高管、
连续创业者和归国留学者等各类人
员创新创业，支持创新创业活动与竞
赛，营造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良好
环境。

本报记者 范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