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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采纳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普科委〔2024〕30 号

对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153121 号提案的答复

毛妙卿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提升研发服务能级的

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工作推进情况

高校、科研院所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产学研合作作为科技创新的现实有效形式和战略途径，已

经上升到国家科技战略高度。我区始终把加快企业、高校产学

研合作作为推动区域科技实力提升、人才集聚的重要抓手，立

足“中华武数”科创布局，以一条武宁路为核心，串联形成了

一个汇集2家教育部直属高校、16家知名科研院所、近百家科创

平台和近千家科技企业的武宁创新共同体，进一步畅通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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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联动渠道。具体做法：一是以政策支持为“先导”。2023年

制定武宁创新共同体专项政策和“1+N”人才政策，为企业面

向高校引进人才、承接资源溢出、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强劲支

撑。以“华普人才基金”为抓手，鼓励高校科研团队与地区加

强联动，开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最高可给予100万支持，全

面承接辖区内重点高校“溢出资源”。二是以合作交流为“基

调”。搭建“中华武数”科创集市平台，举办“院所开放日”

等品牌活动，形成一批校企协同创新典型案例。积极开展高校

人才挂职锻炼，遴选优秀科技人才、青年人才开展挂职锻炼、

实践学习等，为区域发展提供多元支持。定期举办创新创业训

练营，支持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人才赴高校培训进修。三是以强

化储备为“趋势”。全力打造青年友好型社区，常态化开展“高

校人才普陀行”，组织重点高校、院所应届毕业生赴中以创新

园、上电科、上化院开展实地参观交流，深入体验普陀发展现

状，吸引重点高校应届毕业生来普陀发展。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针对校企产学研合作存在的融合深度不够、合作支持不强、

成果供给不足、人才引入不畅的问题，委员相应提出了四点可

行的建议，值得政府部门采纳并研究解决。接下来，我区将依

托“中华武数”科创布局，积极构建多元融合、灵活开放的校

企协同体系，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普陀构筑新质生产力

发展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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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产学研合作工作机制

依托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育资源以及“中华

武数”科创布局，推进形成产学研融合发展格局。聚焦区域重

点培育产业，落实武宁创新共同体三年行动方案和“1+N”人

才政策等校企产学研合作发展政策措施，增强高校服务区域产

业发展的能力，实现校企产学研合作对区域创新发展和产业升

级的贡献显著增强。

（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以机器人平台、工控平台为核心，近百家科技研发平台、

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为成员搭建“百大平台”联盟，有

效提升区域校企科创资源共享协同能力，增强前沿技术突破的

“硬实力”。发挥清华大学在空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前沿

学科优势，推动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长三角云上科创”平

台建设，打造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生态。依托与上海大学联合

筹建的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提升机器人项目路演室、

初创企业孵化器功能，助力区域机器人产业发展和专业人才培

养。

（三）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借助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资源，

紧跟产业发展需求，“订单式”推出人才培训项目，打通人才

“引育管用”全链条，更好地以人才驱动创新。以区校共建华

东师范大学集成电路产业学院为契机，瞄准集成电路“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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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面向产业实际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产业输送更

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依托上海清华国际

创新中心，建设清华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赴普陀重点产业龙

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岗位实践，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扎根

普陀追梦圆梦。

（四）加大校企协同创新项目支持

着眼打造“雨林式”创新生态，落实武宁创新共同体建设

专项政策，支持校企协同创新发展。鼓励区内科技类企业依托

高校设立概念验证中心，对早期科技成果和未来产业技术概念

进行筛选并提供概念验证服务。支持区内高校与科技类企业等

创新主体为解决自身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

而牵头开展的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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