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上海杨浦区有着百年工业文

明、百年大学文明和百年市政文明的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10

多年老城区转型发展的艰难探索，如今，杨

浦已初步把一个传统工业城区建设成为依

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型城区，走出了一条

“三区联动、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之路。杨

浦依托区域内科教和人才资源优势，用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形成了以科教

为特色、服务经济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体系，

“创新杨浦、创业杨浦、财富杨浦”成为杨浦

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

城区的关键词，杨浦之路创造了我国老城区

转型成功的新经验。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就

杨浦如何在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这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专访了中共

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陈寅。

“三区联动”

是杨浦转型发展的核心理念

作为上海最大的中心城区，杨浦曾是上

海的传统工业集聚地，工业产值一度占全市

的 1/4，纺织、电气、水厂、煤厂等传统工业门

类一应俱全。同时，复旦、同济、上海财大、上

海理工等高校都坐落在杨浦，高校和科研院

所云集，科教资源十分丰富。从上世纪 90 年

代末开始，杨浦面对国企转制和产业结构调

整的考验，开始思考并尝试转型发展。

陈寅介绍说，从本世纪初开始，杨浦通

过把域内的高校、园区和社区在战略对接、

百年校庆、科技园区、企业孵化、高校拓展、

人才共享等多方面的联动，促成高校的知识

创新资源溢出校区、催生园区、融入社区，把

校区、园区、社区的合成作为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的主体，置于创新型城区建设的共同框

架下，初步开辟了一条从物理空间、心理认

知、体制机制乃至运行逻辑上打破“围墙”的

路径，营造出创新高地同社区发展衔接、同

经济运行关联、同当地城市化融合的新局

面，形成了“三区联动”融合共生的新机制，

通过释放新的元素（科技、研发）、赋予城区

新的生长基因，带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人

力资源和文化生态的跨越式发展，改变区域

的形态和定位，实现了区域创新体系发育的

重大突破，走出一条老工业区转型、振兴的

科学发展之路。

5 年来，杨浦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9％，从 2006 年的

482.29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020 亿元；区

级 财 政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6.7%，从 2006 年 的

29.8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64.5 亿元，第三产

业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约 6 个百分点，

经济综合实力跃上一个新台阶，荣获“全国

科技进步先进区”四连冠。

至 2011 年底，杨浦科技企业已达 5077

家，列上海市各区县之首，市科技小巨人企

业和培育企业 23 家，华平信息、世纪佳缘等

多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科技经费支出占地

方财政支出比重达 6%。现代服务业集聚效

应也不断凸显，继西门子、大陆集团等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设在杨浦之后，波司登、东方

CJ、上汽商用车、中航国际、IBM 全球服务执

行中心等也纷纷落户杨浦。

陈寅说，“三区联动”作为杨浦发展的核

心理念，已经成为杨浦的旗帜和品牌，得到

了各级领导和方方面面的认同。2010 年 1

月，国家科技部把杨浦列入全国首批国家创

新型试点城区。

深化“三区联动”

健全多层次联动工作体系

杨浦将按照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委、市

政府对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的战

略定位和要求，在国家战略层面探索实践创

新发展。

“我们将牢牢把握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不断深化“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核心理念的

内涵，继续坚持依托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

创新企业，注重吸引和整合国内外优质创新

资源，通过创新驱动，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城

区加快转型发展。坚持‘三区联动、创新驱

动’的发展道路不动摇！”这位履历丰富的区

委书记，儒雅中透着智慧，他求真务实、勤奋

执著，对杨浦的发展充满着信心。

特别是在完善区校高层联动机制方面，

这几年，杨浦区委始终把实施与高校党委中

心组联组学习作为坚持和完善“三区联动”的

重要内容，建立起通过高层联动，实现双方发

展战略、发展规划、项目对接等重大事项的高

层领导定期沟通协商机制。杨浦已与复旦、

同济、上海交大、上海理工、上海科学院、上海

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有限

公司等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集团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充分发挥科教资源的知识溢出效

应，不断推进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陈寅介绍说，我们联手复旦大学在五角

场创智天地，建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校

区，培养国际化高层次管理创新人才；上海

交大将创业学院放到杨浦，并与杨浦共建智

慧城市研究院；我们与同济大学在学校周边

建设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已经成为国家级

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总产出 2011

年达 180 亿元。双方共同打造的“上海国际

设计一场”项目，将成为上海“设计之都”的

核心引擎。同济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模

式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杨浦不断深化

“三区联动”。在联动主体上，已经从大学拓

展科研院所；在联动区域上，已经从区域内

拓展到区外；在联动范围上，已经从国内拓

展到国外；在联动层面上，已经从经济拓展

到社会文化；在联动内涵上，已经从街道拓

展到部队营区。“三区联动、创新驱动”真正

成为杨浦的发展道路。

“两个优先、两个提升”

推动城区加快转型发展

陈寅强调，推动杨浦加快转型发展，产

业是关键。“十二五”期间，杨浦将充分依托

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坚持“两

个优先、两个提升”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快构

筑以科教创新为特色、服务经济为核心的现

代产业体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区

发展模式根本性转变。

第 一 个 优 先 是 发 展 知 识 型 现 代 服 务

业。现代设计业是区域内有发展基础、能实

现快速增长的优势产业。我们依托国家级

环同济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加

快形成以现代设计为标志的“大设计集群”，

努力在拓展产业空间和提升国际化程度上

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上海“设计之都”的核

心功能区。同时，依托国家设计和贸易促进

中心，发展纺织产品研发设计、服装设计和

时尚创意，打造研发、设计、营销、展示、品牌

创建的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并推进科技金

融、教育服务、中介服务等新型服务业发展，

加快构建以知识型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

务经济发展格局。

第二个优先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杨浦将依托高校、

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学科与技术优势，重

点做强以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高新技

术产业，着力推动云计算、智能电网、物联网、

节能环保等产业加快发展，力争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应用示范和创新培育方面走在前列。

“两个提升”是提升转型都市型工业和

提升发展商旅文体服务业。我们借助大学

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换代，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重点提高区域内数控机床、医疗器械、仪器

仪表等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

同时，杨浦将大力实施“十、百、千”科技

企业发展计划，即推进 10 家以上企业上市，

培育 100 家市、区两级科技小巨人企业，每

年新增 1000 家科技型企业。

陈寅表示，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区

转型，杨浦将优化空间布局，发挥重点区域

的辐射带动作用，重点聚焦五角场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滨江现代服务业功能带、以环同

济知识经济圈为代表上海设计之都的核心

区、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以及新江湾城人

文生态综合社区五大功能区建设。

构筑人才高地 打造“创业杨浦”

陈寅强调，杨浦实现创新驱动，推动城

区加快转型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人才。为此，

杨浦通过政策引导、搭建载体和平台，建立

创新创业“落地”机制，把大学科研院所的人

才优势溢出到社会，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的转化。

2009 年杨浦被中央命名为国家级海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后，开始大力实施

高端人才战略。我们按照“基地共建、人才共

享、资源共用、发展共赢”的原则，制定实施

“3310”引才计划。目前，已经集聚国家“千人

计划”人才 58 名、海外人才创业企业 324 家。

为支持海外人才创业，杨浦专门设立了

面向早中期海外归国人才创业企业的创投

基金。今年计划引进 60 个海外人才创业项

目入围 3310 引才计划，重点吸引云计算、物

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逐步把杨浦建

设成为产业集聚度高、高科技人才密集、符

合海外人才特点的创业型城区。

为了打造创业杨浦，我们在已建成的 5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一系列专业化科技

园、科技孵化基地基础上，顺势而为、因势利

导，通过载体建设和政策引导，又带动了一

批与创新创业有关的载体和服务平台在杨

浦生根开花，与中小科技企业形成对接。与

复旦相邻的创智天地，集聚了南南全球技术

产权交易所、硅谷银行上海办事处、各类风

险投资机构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百

度、EMC、易宝等知名科技企业，已成为上

海知名的创新创业热土。

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是创新的主体，

杨浦有上海最丰富的大学资源，为鼓励大学

生创业，杨浦制定了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

划，出台了大学生创业园区认定和管理办

法、大学生苗圃项目扶持办法等多项政策，

鼓励社会各方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位于杨浦的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

训基地是国内首个由政府设立的、专门为创

业者提供服务的公共实训平台。对于有志

创业的大学生或创业青年，都可以到这个基

地进行创业实训。目前基地预孵化苗圃项

目累计已达 188 个。在 2011 年 9 月举行的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上海有 9 位中国创业青

年受邀参会，其中上海泽阳信息科技公司张

元刚等 4 位均来自杨浦的创业公共实训基

地，他们都是由创业苗圃孵化培育成功后走

上创业之路的大学生创业者。

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杨浦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孵化的品牌。

为解决创业人才的后顾之忧，杨浦建设

了新江湾城人才公寓和海外人才驿站，实行

重点产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租房补贴办法，逐

步解决创业人才居住难题。

杨浦依托科技园区、孵化基地和创业者

公共实训基地等各类创新载体，不断完善科

技创业服务链，初步形成“创业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三级孵化体系。这个体系针对

处在不同创业阶段的中小科技企业，开展不

同阶段的接力式服务，建立起学科优势向产

业优势转移的联系通道。另外，李开复创新

工场上海基地已正式落户杨浦，杨浦正在推

进和上海交大战略合作，设立交大创业学

院，建成创业教育、创业实训、创业实践一体

化的示范基地。

如今在杨浦，创业意向逐年显著上升，

创业带动就业达 1：7.6（全国 1：3）。杨浦科技

孵化资源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大学生科技创

业占上海的二分之一。由大学师生为创业主

体的中小科技企业近 3900 家，涌现出华平、

易保、大亚科技、复旦天臣等一批领军型科技

企业，取得了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效应。

陈寅强调说，“十二五”期间，在“创新杨

浦”的基础上，杨浦将着力打造“创业杨浦”、

“财富杨浦”品牌，让杨浦百万人民真正享受

国家创新型城区建设的成果。

以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全力打造科技金融功能区

融资难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科

技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企业的成长。用金

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是杨浦国家创新型城

区建设的必由之路。

陈寅说，这些年，杨浦结合城区产业转

型，探索了用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道路，

开始摸索出一套支持杨浦科技产业发展的金

融服务模式。我们先从政府出面、政银企联

动入手，运用政府的信用，搭建为中小科技企

业贷款的担保平台，先后推出了中投保、专项

担保基金、差额担保、大学生创业信用担保、

统借统还等融资模式，初步建立起以商业银

行融资为主体、其他融资方式为补充，满足不

同层次企业需求的融资担保体系。

为了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接，杨

浦近年来除了积极推动科技企业的间接融

资外，花大力气集聚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全

力推动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与美国湾区

委员会、软银、清科等机 构 建 立 了 合 作 关

系，引进硅谷银行，与硅谷金融集团共同组

建中早期风险投资基金，并将政府引导基金

委托硅谷金融集团进行专业化管理。还吸

引 50 多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股权投资基

金入驻，全区共引进各类基金约 73 亿元，投

资阶段基本覆盖早中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

企业。为解决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杨浦借

鉴硅谷模式成立投贷联盟，根据不同企业特

点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已经成功开发的有

“创智天地 1 号”、“创智天地 2 号”、“创智天

地 3 号”、知识产权质押、“银园宝”、“贷投

通”、保单质押等多款金融产品，深受中小科

技企业的青睐。从 2009 年开始，以区科技

创业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区等为依

托，先后开业科诚、科创等 8 家小额贷款公

司，2011 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

款总额 20 亿元左右，有效弥补了银行信贷

服务的空白。

陈寅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

杨浦的科技金融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基本

形成由政府引导基金、天使基金、风险投资、

投贷联盟、多种金融产品、企业上市等构成

的 多 元 化 融 资 服 务 体 系 。 2011 年 至 2012

年，共为中小企业融资 130 多亿元。杨浦的

目标是打造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科技

金融功能区”。

杨浦的转型虽然只有 10 多年的探索，但

昔日传统工业留下的“大杨浦”已经旧貌换

新颜。一个创新人才集聚、创新机构汇聚、

创新主体涌动、创新服务完善、创新生态良

好的国家创新型城区正在形成。如今，杨浦

正朝着“知识经济策源地与新兴产业引领

区、创新创业集聚地与服务经济先行区、高

端人才汇聚地与科教改革试验区、先进文化

弘扬地与品质生活示范区”的目标迈进。站

在跨越发展的新起点，杨浦未来的愿景将更

加美好。

X1

CHINA TRADE NEWS

■ 2012.3.13 ■ 星期二

■ 主编：何秀芳 ■ 执行主编：刘 宇

■ maoyibao_shz@126.com ■ 95013812345－1210
■ 编辑：王 哲 ■ 制版：何 欣

现代服务业
主办：中国贸易报社 协办：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 本报记者 何秀芳 刘 宇

本栏目由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支持

高 端 访 谈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跨越
——专访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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