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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内涵与切入点研究 

 

研究要求： 

针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战略思路，上

海也明确提出了“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

略链接”的战略目标。本课题旨在从国内国际发展新环境出发，

深入系统分析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战略链接的内涵和具体要求，提出工作的切入点、重大举措和具

体抓手，为进一步当好排头兵先行者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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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新途径研究 

 

研究要求： 

上半年，临港新片区发布“金融改革开放 50 条”，首提探索

外汇管理转型升级，在推动低成本、高效率、有标准的经常项目

可兑换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下一阶段继续在新片区先行先试人

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既是上海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

进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强化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

区的重要途径。本课题旨在现行金融制度环境下，基于对本市和

临港新片区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程及政策评价，提出依托离

岸综合账户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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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的相关举措

研究 

 

研究要求： 

中小微企业是最具发展活力和创造力的企业群体，是上海建

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上海的中小微企业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但也面临获得创新资源能力不足、创新投入水平仍

然偏低等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的动力和定力。本课题旨在对现有中小微

企业创新支持政策的成效和不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进

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的具体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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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交易市场服务功能的思路与对策 

 

研究要求：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促

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上海技术交易市场起步早、

业务全、合作广，有条件率先建设高标准、高能级的技术交易平

台，推动实现技术交易跨越式发展。本课题旨在从进一步提升上

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要求出发，分析上海技术交易市场的服务

短板，研究提出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技术交易市场服务功能的操

作性思路和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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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顶尖科学家论坛进一步深化临港新片区 

国际创新协同研究 

  

研究要求： 

上海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离不开国际创新合作。特别

是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推进国际协同创新意义重大。位于

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作为高层次国际科学交流平

台，应当对深化国际协同创新发挥重要作用。本课题重点研究如

何依托顶尖科学家论坛，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构建开

放协同创新网络，拓展国际创新合作深度，提升新片区国际协同

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求提出可操作

性的建议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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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大学科技园政策突破研究 

 

研究要求： 

大学科技园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重要策源地和承载地。

大学科技园区要做大做强，必须全面调动高校和各区的主体积极

性，关键是要加强人才集聚和成果转化工作。近年来，本市在支

持大学科技园区发展上出台很多政策，但仍有很多规定影响了大

学师生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本课题旨在从加快推进大学科技园区

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的要求出发，研究提出促进大

学科技园区加快发展的新的突破性政策，进一步促进人才集聚和

成果转化，提升大学科技园整体发展水平和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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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建设的目标定位研究 

 

研究要求： 

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是贯彻落实长三角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科学确定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目标

愿景是协同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本课题要

求在充分研判上海大都市圈现状特征和趋势挑战的基础上，研究

提出上海大都市圈在全国和长三角区域的战略定位、总体目标愿

景和具体分目标，为制定相应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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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郊区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的举措研究 

 

研究要求：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明确指出，要将郊

区新城培育成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

点城市，全面承接全球城市核心功能。本课题旨在从推进落实这

一规划要求出发，分析郊区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具体内涵和目标要

求，研究提出推进上海郊区五个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落地的

具体措施和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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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目标与内涵研究 

 

研究要求： 

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提出的重要目标。在资源环境紧约束的背景下，

探索高密度超大城市低碳、安全、韧性的发展方式与转型路径，

已成为未来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抓手之

一。本课题旨在从建设卓越全球城市、推进落实《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7-2035 年）》的要求出发，对比国际大都市生态建设

经验，结合上海城市性质特点和生态建设基础，研究提出上海建

设“生态之城”的目标和内涵，为制定相关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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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上海托底民生保障的原则和标准研究 

 

研究要求： 

近年来，本市各项托底民生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财政托

底民生保障投入稳步扩大，在民生领域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保障作

用。与此同时，对民生保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前经

济受疫情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加强民生托底保障的任务越来越重。

本课题旨在分析本市民生保障的基本情况、新形势新要求和对标

兄弟省市相关做法和标准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上海托底民生保障

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准，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