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发 〔２０２３〕８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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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

　　为深入贯彻制造强国战略,发挥制造业对全市经济发展和创

新转型的基础支撑作用,率先探索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型工业化

道路,努力打造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２＋(３＋６)＋(４＋５)”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

工业增加值超过１．３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５％以上,工

业投资年均增长５％,制造业支撑全市经济发展的功能地位显著

增强.

———高端制造引领功能大幅提升.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４５％,工业劳动生产率超过５０万

元/人,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达１．８万亿元.

———自主创新策源水平显著增强.一批关键领域实现攻关突

破,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高,重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

入强度达２．５％以上.

———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比例达 ８０％ 以上,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力争达 ３６０

台/万人,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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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整体提升.形成以领航企业、科

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为重点的梯队成长体系,卓越制造企业

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二、重点任务

(一)强链升级行动

１．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制订新一轮三大先导产业发展方

案,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集成电路关键环节研发攻关,推动

下一代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布局生物医药基因和细胞治疗、合成

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建设医企协同研究创新平台、产医融合创新基

地.瞄准人工智能技术前沿,构建通用大模型,面向垂直领域发展

产业生态,建设国际算法创新基地,加快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

(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２．巩固提升重点优势产业.打造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

高端装备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２个五千亿

级产业集群,在民用航空、高端船舶、高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培

育一批千亿级产业,积极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提升电子信息产业能级,建设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器等领域

重大项目和创新平台.发展智慧医疗、精准医疗等生命健康新产

业.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爆款产品,扩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推动大飞机、航空发动机、LNG船、大型邮轮等产业加快发展,建

设全球动力之城.布局大丝束碳纤维、膜材料、复合材料、超导等

创新载体,建设新材料中试基地.推出服饰尚品、化妆美品等时尚

—３—



消费新品,引领消费新潮流.(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

改革委、市商务委)

３．布局新赛道和未来产业.落实“四个新赛道”“五大未来产

业”行动方案,发展区块链、Web３．０等数字新经济,推动元宇宙重

大应用,布局碳捕集利用、“氨－氢”、高效储能等绿色低碳领域,打

造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虚拟显示等终端品牌;加

速布局未来产业细分领域,建设张江、临港、大零号湾等未来产业

先导区.(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上

海科创办、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闵行区政府)

４．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１０条在细分领

域具有主导力的标志性产业链,“一链一策”抓好强链补链固链.

实施车芯联动工程,提升芯片供给能力,建设电子化学品专区,加

强关键材料和部件保链稳链.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计划,每年推

进１８００个技术改造项目.(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

革委、化工区管委会)

５．培育壮大专业服务机构.放大进口博览会、工业博览会等

平台溢出效应,发挥各类专业平台功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融合共进.每年遴选市级服务型制造企业平台２０家以上,每

年新增市级设计创新中心５０家以上.(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

(二)强基筑底行动

６．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进国家和市级科技重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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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出台支持前沿领域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行动方案,开展一批重

点攻关任务.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每年

实施攻关项目１００个以上.到２０２５年,推动基础零部件产业化、

基础材料示范应用、大型工业基础软件研制突破超２５０项.(责任

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７．建设产业创新载体.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

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提升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发展能级,在基础部件、先进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创建一批

国家级和市级平台,市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到２０家左右.支

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开放型创新联合

体,每年新引进外资企业研发中心２５家,新增国家和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３００家以上.(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市商务委、各区政府)

８．强化质量品牌建设.实施一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攻关项

目,全国质量标杆企业累计超过５０家.开展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

化升级行动,新增１０家左右的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围绕高端制造领域制订一批“上海标准”,推动更多企

业和产品进入“上海品牌”认证,每年遴选３０家左右市级品牌引领

和培育示范企业.发挥专利、商标审查绿色通道作用,推动新技

术、新产品高效获取知识产权保护.(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

经济信息化委、市知识产权局)

(三)数字蝶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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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机

器人应用、设备联网和生产环节数字化连接,实现４０万家中小企

业上云上平台.面向工业场景加快部署５G专网、千兆光网、算力

平台等,实现重点工业企业和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设民用

航空等领域工业５G专网.用好“算力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购买算力服务.(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

府)

１０．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实施智能工厂领航计划,制定“一厂

一方案”,打造２０家标杆性智能工厂、２００家示范性智能工厂,新

增应用工业机器人不少于２万台.创新“智评券”,为企业提供评

估诊断和改造升级等服务.建设新型智能制造信息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平台,打造供需快速匹配的服务体系.(责任单位: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１１．深化工业互联网应用赋能.实施“工赋上海”行动计划,打

造３０个行业性工业互联网标杆平台,培育３家左右跨行业跨领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梯度培育４０家“工赋链主”企业,为产业链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组团式服务.加快工业元宇宙创新应用,建设民

用航空、时尚消费品等领域工业元宇宙平台.(责任单位:市经济

信息化委、各区政府)

(四)绿色领跑行动

１２．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围绕氢能、高端能源装备、

低碳冶金等领域,加快低碳零碳负碳等技术创新,突破共性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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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重大节能先进装备.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和碳效评价,推动一

批创新产品碳排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生态环境局)

１３．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落实工业碳达峰方案,实施节能

降碳“百一”行动,力争平均年节约１％用能量;围绕钢铁、化工等

重点领域实施一批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宝武碳中和产业

园、化工区绿色低碳示范园.持续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每年淘汰落

后产能５００项左右.(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生态环境局、

化工区管委会、各区政府)

１４．健全绿色制造体系.构建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开展重点领

域绿色低碳评价和示范,创建１５０家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和１５家

“零碳”示范单位,形成１０条具有代表性的绿色供应链,培育１０家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建设一批“超级能效”和“零碳”

工厂,持续开展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升级改造.(责任单位: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五)企业成长行动

１５．打造一流领航企业.实施领航企业培育计划,新增１５家

左右产值超过１００亿元的制造业企业,动态培育５０家左右龙头企

业.引进培育各类制造业总部,支持认定创新型企业总部.推动

国有企业加强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加大技术攻关和技术改造投入

力度.支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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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加快引进培育高技术含量、高市场

占有率的科技型企业,滚动培育５０家左右制造业“独角兽”企业、

１００家左右“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２．５万家,创新型中小

企业达到１０万家.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推动本市在科创板上市

的企业超过１００家.(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

１７．做强“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

划,推动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１万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达到１０００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

品达到５０个,力争创建１０个左右国家级特色集群.(责任单位:

市经济信息化委、各区政府)

１８．推动中小企业“小升规”.对企业“小升规”提供专项支持

和服务,每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０００家左右.用好“成长券”,推

动“小升规”企业发展壮大为“专精特新”企业.(责任单位: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六)空间扩展行动

１９．优化重大产业项目空间布局.发挥“产业地图”对投资促

进的引导作用,推动制造业“一极三带”布局与城市空间格局相协

同.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进建设１０个总投资百亿级以

上、５０个总投资５０亿元以上、１０００个总投资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

项目,打造具有显示度的产业地标.(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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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打造重点地区增长极.推动浦东新区打造世界级创新产

业集群,进一步增强对全市制造业的支撑.推动临港新片区集聚

发展前沿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２０％以上.推动“五个新城”

深化“一城一名园”建设,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

工业产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市２个百分点以上.推动宝山区、金山

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工业产值增量占全市增量比重超过２０％.

(责任单位:浦东新区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嘉定区政府、青浦

区政府、松江区政府、奉贤区政府、宝山区政府、金山区政府)

２１．建设产业园区２．０版.高标准建设特色产业园区,融合科

技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提升软硬件支撑,加快向集群化、

生态化、融合化发展,市级特色产业园区达到６０个左右.制订“工

业上楼”产业分类指引和技术标准,推动产业园区制造空间垂直化

发展,建设功能复合的综合性厂房.(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规划资源局、各区政府)

２２．盘活低效工业用地.定期组织开展资源利用效率调查评

价,形成低效产业用地清单,以减量化、土地收储、市场化补偿、园

区回购等方式,推动低效产业用地退出,导入优质产业项目,各区

要加大对低效工业用地盘活的资金支持力度.推动央企、国企加

快盘活存量土地资源.(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规划资源局、市国资委)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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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领导联系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机制作用,依托市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市级相关部门形成

合力,各区政府结合实际制定本区配套方案,落实工业稳增长、稳

投资目标任务,强化督查考核.依法加强制造业统计工作,做好企

业服务.(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统计局、各区政府)

(二)强化要素综合保障

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建设民用航空、智能

网联汽车等行业大数据平台,发挥高质量工业数据集赋能效用.

加强要素指标对重大产业项目的应保尽保,每年通过提质增效、存

量盘活、城市更新、土地出让等方式,保障产业用地规模不低于１

万亩.在符合安全、环保相关法律条件下探索简化中试项目流程.

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作用,加大向先进制造业领域倾斜和聚

焦.(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三)提升内外开放水平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融入全球产业和创新网络.加大

吸引和利用制造业外资,完善外资重大项目服务机制,通过“绿色

通道”、专员服务制等,支持外资项目加快建设和投产.组织本市

制造业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化长三角重点产业链协作.弘

扬上海工业文化,加快建设上海工业博物馆,争创国家级工业博物

馆.(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各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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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科技金融服务

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支持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扩大制造业信

用贷款、融资租赁、中长期贷款规模.探索开展长三角“产业＋科

技＋金融”高水平循环试点.发挥国家和本市政府性产业基金、国

有投资基金等作用,强化招商投资联动,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型企业

早期发展及后续产业化的支持,持续放大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

效应.(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

市国资委)

(五)加强产业人才支撑.优化产业高峰人才、产业领军人才、

产业工匠等梯次培育结构,加快引进顶尖人才,培养卓越工程师、

高技能人才,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工匠学院,支持优秀人才申报“产

业菁英”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对重点领域产业人才实施专项奖

励,推动三大先导产业人才规模化增长,打造高水平产业人才高

地.(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教委、市总工会、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１１—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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