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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在致力于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
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进一步增强我院科研人员对国家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智库建
设才能够既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拥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国情市情调查活动，进
一步夯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开展国情市情调研是新智库建设的需要。
智库就是要对中央和市委所关心的问题，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提供情况，发表意见，提出决
策建议，对已经出台的政策进行反馈。
而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就离不开国情和市情的调研。
不掌握国情和市情，就没有办法取得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诉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如此，在现在的改革开放发展时期更是
如此。
调查研究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面临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任务。
我们所走的是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要取得对中国的和对上海的问题的发言权，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没有
其他任何的出路。
只有了解基本的国情、市情，我们才能深刻地了解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理解党和政
府为什么要出台这样和那样的政策，才能理解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才能作为智库开展工作
。
调查研究，就是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带成见地深入实际，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加以分析，对现行
的政策和规定进行检验，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加以归纳，最后形成决策建议，提供给党和政府作为参考
。
这是一个智库，特别是一个努力要做一流智库所应该、也必须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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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浦发展模式具有“三区联动”国际经验的普遍性，同时也具有不同于国际一般经验的特殊性。
本书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情市情调研系列”之一，对上海杨浦区产业发展与民生问题进行了调查研
究，包括：杨浦区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调研；杨浦区战略性产业结构升级调研；杨浦区产业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调研；“杨浦知识创新区”与创意产业及其园区发展调研；中心城区老工业基地的都市型工
业发展调研；杨浦区大学科技园区发展调研；杨浦区创业孵化基地发展调研；杨浦区“以人为本”的
民生发展调研等十六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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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浦区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调研
三 杨浦区战略性产业结构升级调研
四 杨浦区产业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调研
五 “杨浦知识创新区”与创意产业及其园区发展调研
六 中心城区老工业基地的都市型工业发展调研
七 杨浦区大学科技园区发展调研
八 杨浦区创业孵化基地发展调研
九 杨浦区“以人为本”的民生发展调研
十 杨浦区旧区改造与发展调研
十一 杨浦区就业状况及促进就业调研
十二 杨浦区发展与贫困问题调研
十三 杨浦区建设和谐社区与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共享调研
十四 杨浦区社区建设调研
十五 杨浦区平安建设调研
十六 杨浦区学习型城区建设与创新发展调研
十七 杨浦区“两型城区”建设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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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推进园区功能建设　　建议整合相关机构，实施资源聚焦，将创新基
地和区域内所有科技园都纳入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协调、服务和管理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商务资
源的有效整合利用，从而实现科技园区的又好又快发展。
与区相关职能部门联手，探索建立科技园评价体系，将各科技园的产业定位、园区特色、招商引资、
企业服务、上缴地税等内容纳入到体系中，并作为财政奖励的依据之一。
加强与区发改委、经委、外经委、工商、财政、税务、招商中心等部门合作，不断改善科技园的商业
配套环境。
强化科技园区办机构设置。
鉴于科技园区在杨浦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科技园区，可考虑借
鉴国内外著名科技园区的管理模式，建立更加权威、高效、创新的科技园区管委会，下设办公室作为
办事机构。
建议明确科技园区办作为政府常设行政管理机构的地位，并赋予其规划、审批、检查等相应的管理职
权和手段，从编制、人员配备等方面予以保障。
科技园区办作为科技园区的对口管理部门，要逐步建立对各科技园的激励机制，定期进行科技园区经
济运行分析，指导各科技园的建设发展。
建议由科技园区办牵头，区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在创智天地建立杨浦创新服务中心。
中心将整合有关公共服务平台，实行“一口受理、一门服务、企业共享”的运作机制，为区域内所有
的企业包括有影响的外资企业服务。
同时，参照中关村和张江的做法，建立杨浦创新指数，定期发布，以指导和推进科技园区和科技产业
化发展。
　　（三）打造示范园区，推广发展经验　　目前区内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杨科投公司、复旦科技园为
引领的“雁形发展模式”。
复旦科技园、同济科技园等起步较早，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发展战略清
晰、服务理念先进、运作平台完善的园区。
把这类具有发展优势、基础好的园区打造成为示范园区，推广发展经验，使全区的大学科技园发展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支持示范园区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构建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模式，创建杨浦大学科技园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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