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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9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论坛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邀请政府部门、高新区和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

会上首次发布了国家自创区高质量发展“张江宣言”，成立了长三角国家高新区联盟。本期专报

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七

以自主创新示范区为载体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为我国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

称“自创区”）充分发挥了自主创新和先行先试的引领作用，培

育新产业，打造新引擎，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型工业

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引擎功能。与会嘉宾一致

认为，自创区高质量发展要依托政策优势，持续加大赋权的力度、

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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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成效：五大自创区特色初步形成

十五年来，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数量已达 23家，涉及全

国 21个省市、自治区的 60个城市，覆盖 66个国家高新区，基

本实现了资源创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改革创

新从“势的积蓄”向“能的飞跃”，协同创新从“点上突破”向

“面上扩散”。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张宇蕾指出，十五年来，中关村持续加强原始创

新，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围绕数理化 4个基础研究以及 7个

应用基础研究和 X 个交叉基础研究领域，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

发展相结合；通过中关村先行先试，实施九大关键核心技术专项

攻坚行动，在全国率先提出创业孵化“4.0时代”，掀起硬科技

创新创业的新热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每年大概有 5万家

企业诞生，针对研发投入、成长性等给予系列支持。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翟

金国指出，张江积极践行先行先试，探索形成集成电路的保税监

管模式、试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创新政策，国务院向全

国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中，有 20%左右来自上海经验；提升主导

产业集聚效应，2023 年张江自创区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到全国

的 20%，累计获批一类国产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的数量均占全

国的 20%；备案上线的大模型数量约占全国的 20%；以上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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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面积汇聚了上海 80%的高端人才、80%的外资研发机构以

及 80%的科创板的上市企业。

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俞钧提到，杭州在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有十余项改革

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首创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科技企业征信机

制，企业创新积分，在全国范围内拓展至科技型企业。杭州持续

做强供给侧，布局建设了大科学装置、省实验室以及新型研发机

构；做大需求侧，坚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扩大科技企

业的规模；做优服务侧，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服

务体系。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周斌提到，长株潭建设已获得了“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

的美誉，在科技金融方面，大力支持信用贷款，构建了“一库一

体系一资金一平台”体系；在军民融合方面，“一院一园一公司

一基金”服务体系成为全国军民协同创新的首创性举措；在企业

创新方面，推进企业积分制试点，成为全国 13个试点区域之一。

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党工委副书记卢铁城指出，成都坚持自主创新的导向，坚持

技术引领牵引、坚持创新战略平台建设、坚持专业化园区集聚、

坚持战略腹地建设，围绕企业主体培育和产业跨界融合全链条，

形成了促进创新策源能力提升、深化中试跨越行动计划、培育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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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供给应用场景、拓展未来产业发展空间、营造未来产

业创新生态、完善未来产业治理机制等 7大工作机制。

二、未来重点：聚焦特色打造自创区升级版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自创区发展面临新的

任务和使命。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局长白津夫提出，要认真

总结自创区兴办以来的成功经验和主要做法，发挥政策优势和体

制多元的特点，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打造新质园区，面向新时

代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水平。

一是进一步融入国家战略，打造新质生产力。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吕薇指出，自创区首先要与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战略相衔接，分层次发展；与体制机

制改革相衔接，系统设计新一轮改革方案，打造自创区升级版；

与高新区发展衔接，完善自创区评价体系，重点评估改革落实落

地情况与经验。上海市张江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吴俊提出，进一

步强化自创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作用，加快布局

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平台，集聚一批全球高层次人才，着力成为国

家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承载地。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吴家

喜提出，自创区要为率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示范，加强

基础前沿研究和关键技术突破，未来产业的布局，打造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开辟更多的新领域、新赛道。

二是坚持将开放刻入自创区基因，率先在高水平开放中做示

范。吴家喜提出，深化自创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健全南北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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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促进跨区域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的共享。坚持全球视野，形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持续营造市场化、法制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

作。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指出，自创区开放基因特征显著，

需加强区域联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开放先导地位，

提高中西部开放水平。完善高质量“一带一路”共建机制，深化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重点关注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外

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是持续加大赋权的力度，率先走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之路

的最前列。白津夫强调，自创区取得的成就源于开放、赋权和先

行先试。为了保持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并进一步巩固自创区

作为中国创新发展的领航者以及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就

必须不断增强授权和放权的力度，通过深化“先行先试”的政策，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创新

发展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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