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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科合〔2021〕26 号 

 

 

关于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协同开放创新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在更

高水平、更广领域共同开展开放创新，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制定本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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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

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开放创新为主线，充分发挥沪苏浙皖

创新优势，推动区域国际合作资源及渠道共享、开放创新生态共

建，促进建成全球领先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二、总体目标 

发挥长三角区域对外合作整体优势，坚持开放发展、共享共

建、协同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共同建设一批高水平开放创新平

台，联合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

国际顶尖人才团队，协同拓展一批国际科技合作渠道。积极主动

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集聚配置国际创新资源，塑造国际竞争

合作新优势，提升区域创新品牌影响，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前沿和窗口。 

三、重点工作 

（一）共同组建区域国际创新合作联合体 

鼓励和支持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联合开展国际

科技合作，共同申报、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类项目；面向新加

坡、以色列、芬兰等重点合作国别（地区），协同推进实施相关

双边产业创新合作计划，联合发布合作需求，开展跨国技术创新

合作；面向绿色低碳、公共卫生等领域研发需求，共同开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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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榜、全球揭榜”，吸引全球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

业与区域内创新主体合作解决关键技术难题；集中区域优势创新

资源，适时牵头发起或参与全脑介观神经联结图谱、深时数字地

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

远镜（SKA）、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EAST 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二）共同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开放站 

发挥地区创新资源优势，共享共建上海中俄创新中心（莫斯

科、圣彼得堡）、以色列江苏创新中心、安徽哥斯达黎加科技园等

一批长三角海外孵化（创新）中心；结合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布局

需求，共建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吸引

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国际科技组织

等来长三角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和分支机构。加强中以（上

海）创新园、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中欧（无锡）生命科技创新

产业园、中以常州创新园、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太仓）国

家先进制造技术国际创新园、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杭州万向国际聚能城、中荷（嘉善）产业合作园、合肥国家中德

智能制造国际创新园等合作园区建设，依托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国际技术转移网络，合力推动科技成果跨境

对接转化，促进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在长三角地区转化落地。 

（三）共同构筑国际创新人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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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长三角地区国际人才政策协调沟通，逐步推进一体化人

才评价机制、认定标准，实现长三角地区国际人才互认，促进人

才高效流动；共享海外引才渠道，联合开展国际人才招引活动；

共同争取国家支持，探索放宽紧缺领域外国人才入境、工作、永

久居留等准入限制和申请条件；提高国际人才综合服务水平，吸

引和集聚全球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四）共同打造国际科创活动会客厅 

充分发挥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世界互联网

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球技术转移大

会、中国•江苏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中国（安

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等品牌活动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

探索区域内三省一市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新机制。共同承担科

技部组织的国际科技创新交流活动。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国别，

在境内外联合举办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国际科技交流对接活动。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组织架构。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工作专

班下设开放创新专题工作组，由三省一市科技部门相关处室负责

人、相关设区市（区）科技部门负责人等组成,加强三省一市相

关部门对国际创新合作工作的协调对接和推进落实。 

（二）优化立项支持。加大对长三角协同开放创新的支持力

度，积极探索加强对区域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合作载体的共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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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机制，积极探索长三角地区与国家联动支持开放创新的机制。 

（三）健全运行机制。专题工作组每年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共同协商制定工作要点和任务，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评

估总结工作绩效和经验。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