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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科創探索前沿技術攻關機制
中央出台細則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賦更大自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

印發《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3－2027 年）》（以下簡稱《方

案》），並於22日公布全文細則。《方

案》提出，將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上賦予浦東新區更大自主權，支持推進更

深層次改革、更高水平開放，率先完善各

方面體制機制，為浦東新區打造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提供支撐。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方案》在科創、人才、營商環

境等多方面提出了共23條細則。尤其是

在科技創新方面，未來的浦東將大手筆開

放科技創新體系。未來，浦東還將探索面

向全球的前沿技術攻關機制，建設開放創

新生態。

《方案》提出，到「十四五」期末，浦東制
度創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高水平制

度型開放取得突破，科技創新體系競爭力明顯提
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明顯增強，城市治理水平
明顯提高，一批標誌性改革成果在面上推廣。到
2027年，基本完成試點任務，制度創新取得突
破性進展，高標準市場體系和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新體制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城市治理體系更加健
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重要示
範引領。

支持臨港新片區建全球離岸創新基地
在優化科技創新管理機制和資源配置方面，浦
東將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術攻關機制，支持各
類優勢科研機構與企業承擔國家重大戰略前沿技
術攻關任務，鼓勵中外科學家聚焦全球科技前沿
問題聯合開展高水平研究；同時創新科技成果市
場化轉移轉化機制，探索建立由政府資助形成的
科研成果確權評估、商業轉化、收益分享機制，
並支持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
區建設全球離岸創新基地，探索主動融入全球科
技創新網絡的「離岸支點」機制。

建重點產業首席製造官制度
在構建產業發展生態方面，在符合相關規定前
提下，浦東將建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重點產業首
席製造官制度，制定場景創新計劃並面向科技創
新企業開放，舉辦場景驅動的全球技術轉化大賽。
同時，浦東還將建立生物醫藥協同創新機制，推動
醫療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加強臨床科研合作，依
照有關規定允許生物醫藥新產品參照國際同類藥品
定價，支持創新藥和醫療器械產業發展等。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邁進
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
心邁進，此次《方案》尤其提出，要完善開放合
作的國際協同創新機制，例如深化基礎科學研究
國際合作，建設世界前沿科學交流中心；依託世
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開展重大共性科技問題研
究；設計和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
程，完善項目決策、運行管理、績效評價、財政
資助等配套機制；推動跨境科技創新合作，支持
海外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浦東新區設立重大技
術前瞻性創新基地，鼓勵跨國企業設立研發中
心；以及支持科技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發實驗室，
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聯合建設研發中心和實
驗室等。
另外，浦東還將健全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和
運用制度，例如探索完善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機
制。推進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創新，完善商業秘密保
護規則和指引。完善知識產權市場化定價和跨區域
交易機制，優化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等。

近年來，一系列創新試點在浦東持

續推動。此次《方案》，則尤其提出

要促進金融支持科技創新。例如浦東

將完善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上市融

資、併購重組等制度安排，研究適時推出科創板

期權產品，為跨境技術交易提供本外幣結算等金

融服務便利；鼓勵發展創業投資，支持和引導民

間資本以市場化方式參與發起設立創業投資基

金、股權投資基金，培育天使投資人群體；支持

設立與科創企業生命周期相銜接、與科創融資相

匹配的創業投資或私募投資基金，發展與創投類

企業發展周期、風險特徵、資金需求相匹配的金

融產品等。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中國（上海）

自貿區研究院（浦東改發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劉

斌表示，「這次新政細則明顯突出國際化，並且

提出了一些以往較少提及的內容。」劉斌指出，

此次《方案》提出支持建設全球離岸創新基地，

探索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的「離岸支點」

機制，以及在前沿領域支持依法設立各類資金參

與的科學基金會，建立向全球開放的科技創新定

向捐贈機制等，「這些在內地都是屬於比較探索

性的創新改革方案，目前浦東已經集聚了國內外

前沿的科技創新資源，未來當此次《方案》裏的

內容落地，我相信會進一步吸引全球科技創新資

源的集聚。」

打造制度型開放示範窗口
此次《方案》還提出加大規則標準等開放力度，

打造制度型開放示範窗口。包括完善高標準市場規

則體系，如在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基礎

上，制定實施浦東新區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施，建

設高水平市場准入體系；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功能，

如推進金融雙向開放，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施

路徑；以及完善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動機制，如探索

高度便利化的通關機制，探索深化「互聯網+」應

用，簡化可實時追溯貨物的通關流程等。

劉斌表示，《方案》強調了未來浦東綜合改革要

打造制度型的開放示範窗口，「這在全國來說都是

比較前瞻性和引領性的，也說明浦東將在未來進一

步完善體制機制，可能未來會在生物醫藥、人工智

能等關鍵產業方面推出更創新的機制，來推動科技

創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專家：細則突出國際化 吸引科創新資源集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
一直重視廣納人才，此次《方案》亦提出將深化
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高水平人才高
地。尤其是在創新吸引和集聚世界優秀人才的體
制機制方面，《方案》提到，將賦予浦東新區為
符合條件的外籍人才審核發放外國高端人才確認
函權限；建設國際人才發展引領區，支持符合條
件的外籍人才擔任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及臨港新片區、張江科學城的事業單位、國有企
業法定代表人，允許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外籍科
學家在浦東新區領銜承擔國家科技計劃項目、擔
任新型研發機構法定代表人，吸引全球高層次人
才牽頭負責科技創新項目。同時，試點對國家實
驗室、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以及重大科技專項承擔
單位開放境外學術網站訪問權限。

將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出境停居留便利
在健全急需緊缺專業人才全鏈條培養使用體系

方面。浦東將建立頂尖科學家「傳幫帶」機制，
培養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高層次複合型人才；
並在重點行業領域組建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自
主制定浦東新區急需緊缺人才評價標準；支持浦
東新區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校、科研機構、
企業合作建立青年科創人才聯合培養機制，鼓勵
企業建立國際人才培養基地和協同創新中心，吸
引優秀青年人才來華學習交流和創新創業。
值得一提的是，浦東將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出境

和停居留便利，未來，將允許應邀來浦東新區開
展重要科研、交流、商貿等活動的外籍人士申請
長期多次入出境有效簽證；優化外籍人才工作居

留證件審批管理流程，加強外籍人才證件審批集
成；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專業人員憑臨時執業許
可參與特定重大項目。此次《方案》還特別提到
港澳人才相關新政，浦東將聚焦高新技術、專業
服務等領域，根據國家授權制定港澳及國際職業
資格證書認可清單。
另外，《方案》還提出將深化政府職能轉變，
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包括營造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完善公平競爭基礎制
度，如營造產權保護和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的良
好法治環境，平等保護各類所有制經濟產權等。
同時，浦東未來還將在創新高效能城市治理體
系，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方面持續
探索發展，深化人民城市建設實踐，探索超大城
市治理新路。

對國家實驗室等試點 開放境外學術網站訪問權限

《方案》要點速覽
科技創新：
◆推動基礎研究制度集成創新，在前沿領
域支持依法設立各類資金參與的科學基
金會

◆創新科技成果市場化轉移轉化機制，探
索建立由政府資助形成的科研成果確權
評估、商業轉化、收益分享機制

◆健全先進技術服務重大需求應用轉化機
制，探索開展政府訂購首購，支持新技
術推廣應用

◆建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重點產業首席製
造官制度

◆支持建設符合國際醫學倫理和管理運營
規則的長三角醫用組織庫

◆支持海外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浦東新
區設立重大技術前瞻性創新基地，鼓勵
跨國企業設立研發中心

◆吸引和培育國際科技組織，優化註冊登
記程序，允許在全球範圍內吸納會員，
建立健全綜合監管機制

◆完善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上市融資、併
購重組等制度安排，研究適時推出科創
板期權產品

◆提升科技保險服務質效，按市場化原則
深化科技保險風險補償機制試點

◆試點實行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調解優先
推薦機制

金融創新：
◆做好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相關工
作，提高跨國企業集團跨境收付便利度

◆穩妥有序發展期貨市場，適時推出航運
指數等期貨品種

◆支持資產管理行業依法合規暢通境內外
資金投資渠道

◆在貿易結算、電商支付、碳交易、綠色
電力交易等領域試點使用數字人民幣

◆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加強中央與地
方信息共享和協同監管，提升駐滬金融
監管機構國際金融業務監管能力

人才引進創新：
◆賦予浦東新區為符合條件的外籍人才審
核發放外國高端人才確認函權限

◆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專業人員憑臨時執
業許可參與特定重大項目

◆加強人才住房保障，統籌使用土地指
標，優化房源供給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傳統製
造業向來是港企強項，然而由於路徑依賴，不少港
企仍未踏上轉型升級的旅程。22日，東莞召開2024
年市政府一號文新聞發布會，介紹東莞圍繞加快推
進新型工業化出台「1+5」政策。對傳統港企集中
的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玩具等八大傳統產業，東
莞逐一明確產業轉型方向、破解制約轉型升級的突
出痛點、提出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舉措，並列
出每個產業2027年產值目標。這些措施將為有意轉
型的傳統港企提供「順風車」的升級機會。

轉型升級獎勵最高300萬元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香港企業中，有三分之一在東

莞。現時有超過八千家港資企業在東莞運營。製造
業是東莞最鮮明的底色。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劉
光濱表示，全市目前擁有製造業企業約21萬家，製
造業體系涵蓋34個工業大類、涉及六萬多種產品。
劉光濱指出，將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作為傳
統優勢產業的轉型重點，重點破解制約轉型的突出
痛點，包括支持傳統紡織服裝向品牌時尚產業轉

型，支持傳統食品飲料向休閒健康食品產業轉型，
通過「IP+食品」實現多元化發展；支持傳統玩具
向潮玩文創產業轉型等，支持傳統企業主動提升產
品開發能力，加大研發投入。香港文匯報記者看
到，每一條措施均有真金白銀的資金支持，東莞對
不同產業的獎勵金額在100萬元到300萬元不等。

進一步強化涉企服務保障體系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產出，市委將2024年定

為『投資年』，將工業投資作為今年重點工作之

一。」劉光濱介紹，東莞將進一步強化涉企服務保
障體系，加快推出企業投資項目落地全過程審批效
能監管系統，完善代辦服務體系，全面加快企業投
資項目供地和建設效率。
許多傳統製造業的港資企業都看到了轉型的契機。
位於東莞長安鎮的港資企業廣東健大電業有限公司，
專注於模具加工生產。公司負責人、港商蔡其雄表
示，東莞在持續鼓勵傳統行業轉型的同時，積極投入
更多優質資源，為企業解決技術難題，這讓他們更加
堅定了加大人才和研發投入進行轉型升級。

東莞明確傳統產業轉型目標 港企搭「順風車」

特稿特稿

◆未來，浦東將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術攻關機制，建設開放創新生態。圖為早前，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
會（WAIC）在上海舉行，一款服務機器人吸引觀眾眼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